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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旗 11月18日上午，北京市
委副书记、市长、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殷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下阶段营商环境改革重点
任务，并为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研讨班学
员培训。他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首
都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把对标世
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作为推动营商环境
改革的重要抓手，坚持首善标准，以更大
力度优化审批、规范监管、加强服务，更好

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激发经营主
体活力，擦亮“北京服务”金字招牌，推动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殷勇强调，营商环境是衡量地区发展
“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北京市迭
代升级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制定实施“北
京服务”意见，营商环境改革已进入新的
阶段。要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北京实
际，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查找差
距不足，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重抓改革
实效、抓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提升，持
续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增强北京城市

竞争力，以良好的营商环境支撑首都高质
量发展。要深化“一业一证”改革，探索创
新更多改进举措，提升企业登记系统智能
化水平，进一步打通企业办事流程堵点，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市场准入服务，支持更
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京落地发展壮
大。扎实推进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
设，构建多元化解机制，提高商业纠纷化
解效率。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殷勇指出，高质量推进营商环境改
革，关键在于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
和专业能力。要深化对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的认识，全面系统学习先进经验，总结
提炼可推广的做法，增强推动改革的能
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深入研究本市
改革切入点，按时间节点，清单台账谋
划推进新一轮改革任务，做好考核和评
估工作，确保改革抓出实效。加强组织
领导，发挥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等
机制作用。各区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进一步优化流程、
完善制度，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信息
系统建设，不断提升本地区本领域营商环
境水平。

市政府秘书长曾劲参加。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近日，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2024年第
三季度“先进单位”评选中，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荣获“先进单位”称号。2024年以
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动市场监
管政务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连续三个季
度获得此项荣誉。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以打造“北京服
务”为目标，坚持“首善标准、监管为民”
市场监管文化，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
下功夫，为首都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
高效便捷服务。2024年前三季度，共办

理各类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申请72000余
件，网办率达95.9%。

为加强行风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
务便利化水平，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构建
标准、智慧、高效、便捷的数字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政
务服务标准体系，制定了48项工作标
准，实现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审查标准
规范统一。

二是以“e窗通2.0”升级为核心，重
构网上办事系统，强化“安全可靠、功能
完善”的数据和共性技术基础支撑能力，

建设“集约统一、智慧便捷”的市场监管
部门数字服务平台。除特殊事项外，46
个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100％全程网办，
让企业群众能办事、好办事、办成事，助
力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接下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增强政务服务
本领，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落实好优化
营商环境任务，探索基于大模型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政务咨询智能问答，为企业
群众办事提供精准指引和个性服务，推
动首都优化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姜慧梓 北京市统计局11月
18日发布数据，1—10月，北京市场总消
费额同比增长2.9%。其中，服务性消费
额增长6.9%。

前10月，北京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1590亿元，下降1.3%，降幅比前三
季度收窄0.3个百分点，10月当月在“双
十一”促销提前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
增长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实现
网上零售额4704.8亿元，增长5.4%，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0.6%。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10532.6亿
元，下降0.9%，餐饮收入1057.5亿元，下
降5.2%。主要商品类别中，家用电器及
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9%，比
前三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金银珠宝
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分别增长17.3%、7.3%和4.6%，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4.6%，其中新能源
汽车增长23.7%。

本报讯 11月13日，京城迎来入冬
以来首场雨。探访发现，雨中的新发地
市场繁忙依旧，冬储大白菜交易火热，一
个月前走高的猪肉价格出现松动，榴莲、
车厘子等进口水果进入供应旺季。

立冬已过，虽然每天都能买到新鲜
蔬菜，可冬储大白菜依旧是北京人的念
想。北京人对大白菜的喜爱是刻进骨子
里的，每天新发地交易的大白菜都在
1000吨以上，随着北方的大白菜进入采
收和冬储阶段，这两天更是达到1300吨。

进入11月中旬，蔬菜产地南移，北方
冬储菜基本完成收储，新发地市场蔬菜
供应量依旧保持在2.4万吨左右的高位。

蔬菜价格稳中有降的同时，猪肉价
格也出现松动。

从新发地市场获悉，近期猪肉最高
价格出现在9月13日，为24.5元每公
斤。目前猪肉在20.5元每公斤左右，降
幅约为17%。

新发地市场作为首都“菜篮子”“果
盘子”“肉案子”，每天有近4万吨农副产
品在这里流通。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入冬以后天气对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的
影响在加大，市场将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引导商户提前筹措货源，畅通渠道，保障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都市生活，幸福感来自哪里？在北
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生活的王敏看
来，下班路上顺路买菜回家做饭，饭后下
楼散步，逛街边小店，随时能吃到可口的
小吃、夜宵，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平凡生
活，就是幸福的滋味。近年来，北京市不
断满足市民对便捷生活的需求，持续打
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王敏眼里的
“小确幸”唾手可得。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居民在步
行或骑行15分钟的范围内，能够享受到
包括购物、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在内
的基本生活服务。

按照试点计划，东城区将利用两年
时间在其主城区社区实现“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全覆盖。

据东城区商务局社区商业科科长贾
登文介绍，在规划“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时，充分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城市空
间布局，通过增加社区服务中心、优化公
共交通网络、提升绿化环境等措施，确保
居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享受到最全面
的服务。

东城区按照划分标准，经过周密走
访、调研，将全区划定为36个“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按照属地特点，发展智能社
区、鼓励一店多能、跨界服务，充分利用
腾退空间、完善适老化服务、创新基层治
理等。

在东城区景山街道，投入近1000万
元改造的兆军盛菜市场焕然一新，实现
颜值内涵双提升的同时，极大便利生活
在附近的居民。景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董冬介绍，兆军盛菜市场于2022年完成
升级改造。改造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
个多月的调研，一方面询问附近街坊邻
居，了解服务新需求；另一方面走访入驻

商户，征求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董冬
说：“为严防缺斤短两，菜市场设立公平
秤，维护市场公平贸易和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让群众的菜篮子拎出更多的幸
福感。”

景山街道紧邻北京中轴线，属于老
北京式胡同邻里生活圈，以老旧平房院
落为主，辖区内有隆福寺园区等。董冬
说：“这些年我们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上不断促进新业态的发展，依托隆
福寺园区，集聚潮流文化资源，以小众
店、特色店为主打，先后引入多个知名文
化品牌、特色餐饮品牌，打造出独具魅力
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一座青砖灰瓦、京味十足的两进式
四合院如今已成为北京的网红打卡地。
这是美后肆时景山市民文化中心。在美
后肆时景山市民文化中心，居民可以参
与各类文化活动。

董冬说：“我们正在把‘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成为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坚持居民缺什么，生活圈补什么，通过面
向居民开展针对性调研，根据需求清单，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与内容。”

伴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
设，城市治理从硬件改善升级到软件服
务，推动着北京城市治理理念向精细化
转变。通过精准把握居民在短距离范围
内的多元需求，城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
社区每一个角落，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全
覆盖与无死角。

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
的王丽琴老人感受到生活越来越便利，
超市和老年驿站是她常去的地方，“身体
不舒服，不愿意做饭时，我就会去老年驿
站就餐，日常用品我就到超市去买。超
市步行八九分钟就到了，货品比较全，对

于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很方便”。
在海运仓社区老年驿站，老人不仅

可以吃饭，还可以理发、按摩，有时还参加
健康讲座。有了老年驿站，王丽琴的生
活丰富了不少，她说：“我走到老年驿站
用不了一刻钟，这里对老年人很贴心。”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立的效应不
只在便利，摊位增多了，年轻人就业的机
会也多了。28岁的杨扬现在是北新桥街
道天泽祥匠心美食铺经理。两年前，找
不到合适工作的他联系北新桥街道办事
处寻求帮助。街道工作人员为他推荐了
这里的工作。

在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家革
看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立是社
区层面的资源整合与服务优化，是城市
治理能力提升的微观体现，通过社区的
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城市整体治理压力。

北新桥街道专门为快递、外卖小哥
群体提供短期休憩场所，商店门口设置
了小哥休息区。刘家革说：“我们可以免
费给他们送雨伞，帮他们热饭，定期给他
们安排免费的洗浴，这也能够让他们更
好地服务社区，回馈居民。”

刘家革说，对每一处生活服务点完
成布局后，工作人员会再次对商家及周
边居民进行回访。“我们督促商家加强管
理，询问周边居民的需求，不论是菜价、
质量，甚至一些饭菜口味的问题我们都
要整改落实，把便民利民和社区治理做
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贾登文介绍，目前东城区“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成效显著，划定的36个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已全部建设完成，
提前一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张敏 曾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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