
首都食品安全区县动态 2024年1月26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09

责编：王加敏 版式：陈思宇

本报讯 东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2023年以来，区领
导密集调度、区各部门积极作为，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全面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
保障。

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
在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全区43个

部门、1181个事项纳入“一窗综办”综合
窗口。各窗口前，不断有市民前来咨询
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虽然忙碌
但现场井然有序。

规范化、标准化的政务服务是优质
营商环境的前提。过去的一年，东城区
着眼企业、群众需求，创新方法举措，全
面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快捷高效、群众满
意的政务服务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东
城区是各类文化活动密集上演的大舞
台。在政府的行政体系中，类似这样的
审批涉及不同部门的多个政务事项；但
从企业角度看，这只是申请办理一件
事。东城区通过“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
务改革，让审批实现了“一套材料、一表
申请、一口受理、一窗出件”，“一堆事”真
正变成了“一件事”。

优化营商环境，既体现在办事高效

便捷，也体现在服务暖心贴心。东城区
打造了一支“懂政策、会应用、服务好”的
政务服务帮办团队，通过现场、线上、热
线三种渠道主动提供帮办指导服务，平
均每月为企业、群众提供帮办服务1000
余人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企业和群众是营商环境的“阅卷

人”，方便群众、服务企业、提高质效，不
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优化流程、提升
服务，把方便留给群众。东城区大力推进
提效能、优服务，让政务环境更加高效。

过去的一年，东城区持续推进“一业
一证”改革，通过减少申请材料、简化审
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有效推进审批便
利化、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业一证”
改革让经营主体开店“大提速”，是东城
区着力推进改革、提升服务、优化环境的
其中一个真实写照。2023年，东城区持
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聚焦企业准入、准
营和退出全生命周期，多维发力、多措并
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活市场
主体发展活力。

营造开放包容的投资贸易环境
“服务包”工作机制是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全面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持续健康

发展的有力举措。东城区积极开展重
点企业走访工作，29位区领导一对一
匹配联系走访“服务包”企业246家，为
企业解决诉求3063条，促成“服务包”
企业在京新设124家公司落地、涉及注
册资本金652.5亿元，通过为企业送政
策、送信息、送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与
政府服务资源精准对接，激发企业发
展活力。

营造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
“进一次门、查多件事、一次到位”，

得益于东城区2023年在王府井商圈建
立“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6＋4”一体
化综合监管工作体系。其中，“6”即实施
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分级分类监管、协
同监管、科技监管、共治监管等6项基本
制度；“4”即在涉及多部门监管的行业领
域，建立健全一个场景由一个行业主管
部门牵头统筹、相关部门共同监管的工
作机制。推进“6+4”一体化综合监管体
系，根据“风险+信用”评级结果开展差
异化监管。

与此同时，东城区探索实施柔性执
法，落实免罚清单、推行包容审慎监
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衔接配合工作机制。

（东城市场监管）

本报讯 春节将至，消费旺季到来，
购物成为近期群众热议话题。为了维护
计量市场秩序，保障群众消费公平公正，
西城区市场监管局围绕辖区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旅游景区商店、餐饮店等场所
开展节前民生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深入节前消费较为集中
的食品销售单位和金银首饰店，对其用
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进行仔细检
查。“我们一是查看是否存在使用未经
检定、检定不合格、超期未检电子计价
秤的现象；二是使用标准砝码检查实际
数值与显示数值之差是否超过法规规
定的负偏差；三是检查是否存在利用非
法手段加装作弊装置或破坏计量器具
准确度导致缺斤短两的行为。”计量监
督科负责人说道。

在什刹海旅游景区，计量监督科、
属地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二分队
联动，对景区内商店销售果脯、糕点等
散装食品使用的电子秤等计量器具进
行重点检查。在开展检查的同时，执法

人员加大对计量、认证、标准、质量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督促经营主体要保
证计量器具和商品量的准确，正确使用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规范称重操作过
程，明示称重结果，并按规定设置符合
要求的公平秤，严禁短称缺量、弄虚作

假等计量欺诈行为。
节日期间，西城区市场监管局将会

加强计量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工作，用
好“小计量”，服务“大民生”，切实保障市
场诚信公正，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西城市场监管）

本报讯 近日，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组
织召开北京市首批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
地授牌仪式。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齐林
枫，公平竞争审查科及部分市场监管所
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授牌仪式。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是优化营商环
境，助力企业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保障。2023年，北京市首次组织企业、
科研院所、产业集聚园区、特色小镇等单
位参与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的评选活
动，重点选取技术实力具有领先地位、商
业秘密保护需求迫切、商业秘密保护意
识强、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突出的单位。
朝阳区积极参与申报工作，经过自主申
报、组织培训、审核推荐、市级专家评选
等程序，2家企业被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评
为北京市首批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

在授牌仪式上，企业代表介绍了自
己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经验，并表示
将积极推进企业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的落地实施，增强自身商业秘密运用、保
护和管理的水平。

齐林枫对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提出
要求：

一是发挥科所联动机制，深入了解
企业需求，加强行政指导，对有意愿、有
需求的企业，指导协助其建立完善符合
行业特点和技术要求的商业秘密保护制
度，积极筹划第二批商业秘密保护示范
基地推荐工作。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商业秘
密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
法规政策知晓度和普及面。

三是获得荣誉的企业要继续完善商
业秘密保护制度，不断提升企业商业秘
密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全面推动朝阳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朝阳市场监管）

昌平区获批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

朝阳区召开商业秘密
保护示范基地授牌仪式东城区“四步法”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为更好地适应餐饮行业高
质量发展新要求，2023年12月1日起，
新修订的《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对经营项目进行
了更加细化的分类，新增了“食品经营管
理类”经营项目。根据《办法》第十一条：
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食品经营管理三类。食品经营项目可以
复选。食品经营管理，包括食品销售连
锁管理、餐饮服务连锁管理、餐饮服务管
理等。

《办法》实施以来，海淀区市场监管
局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并于近日为北

京金海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分公
司发出了注有“餐饮服务管理”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标志着餐饮领域改革再
添新成果。

“以前，我们餐饮服务经营者只能从
事企业管理，不符合旧规定中食品经营
许可审查要求，无法申领许可证，不能进
行食品制售。新政施行后，我们在工作
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现场填报信息、上
传相关材料，很快就拿到了《食品经营许
可证》，真切地体会到便捷和贴心，也节
省了很多时间，真是太方便了。”拿到餐
饮服务管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负

责人高兴地表示。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积极主动引导企业办理相关审批
业务。了解到企业有开办餐饮服务管
理的需求后，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与相关
企业对接，开展“一对一”辅导，提供“管
家式”服务。帮助企业准备相关申办文
件和材料的同时，第一时间启动受理审
批联动机制，通过新政审批模式，“餐饮
服务管理”行业开办办理时间从1个月
减少至1个工作日，跑动次数从4次减
少至1次，大大提升了市场主体的便利
性和体验感。 （海淀市场监管）

海淀区推动餐饮领域“一业一证”改革

西城区计量公平助力消费“秤”心如意

本报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布《关于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
点示范城市、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的通
知》（国知发运字〔2024〕2号），经自主
申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推荐、材料审
查及专家评审等程序，昌平区榜上有
名，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
点城市，试点时限自2024年1月至2026
年12月。

据悉，2023年，昌平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成立知识产权强区建设
工作小组，出台《昌平区促进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及相关配套办
法，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
用能力，持续优化管理服务。2023年
昌平区获批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175家、优势单位15家，荣获第二十四
届中国专利奖金银奖各1项，荣获第七
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一二三等奖各1
项，昌平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实现
稳步提升。

下一步，昌平区将以获评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和资源投入，加强高价值
专利培育，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提升知识
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知识产
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昌平市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