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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日喀则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紧紧围绕全市重点工作，突出市场

监管工作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两不误，坚持市场秩序全面规范，锐意

进取，不断创新，全力服务日喀则市经济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截至 6 月底，日喀则市市场主体发展

到 75562户，注册资金 998.57亿元，同比增

长 21.5%、34.49%。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

体 5568户，新增注册资金 114.24亿元。

把好安全关口——
促进市场持续健康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市场监管局强

化各级食安委工作的协调运转，充实市

级食安委成员单位至 32 个部门，各县区

食安委及办公室有效运转达到全覆盖；

召开全市食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半年

工作推进会，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和监管

部门食品安全责任，明确下半年工作任

务。

为更好地守护校园食品安全，日喀

则市推行“明厨亮灶”工程，校园食堂和

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率分别达 90%

和 75%，其中市区学校达 100%。同时，日

喀则市与各学校签订食品安全目标责任

书 266 份，开展校园和周边食品经营单位

专项检查，检查覆盖率达 99%以上。开展

突出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开展景区食品

安全、食品生产企业、餐饮单位、食品加

工小作坊、保健食品、节日食品市场等专

项检查，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243 份，督

促整改 362起，责令停产整顿 1家。

同时，强化对全市药品生产经营使

用单位、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医疗器械

经营使用单位的监管，严防药品、化妆品

和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事故。日喀则市共

有在册药品生产企业 2 家，药品销售 91

家 。 截 至 目 前 ，共 开 展 检 查 相 关 单 位

2220 余次，责令整改问题 130 余条，查处

违法案件 11件，罚没款 36万余元。

此外，日喀则市加强对气瓶充装单

位的设备检验、人员持证、安全附件校

验、充装等的现场监察，完成了所辖 17 个

县特种设备巡查，检查检验各类特种设

备 400 余台，培训相关监管人员 85 人，有

效确保了日喀则市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目前，全市在用电梯 682 台，已有 302

台电梯投保安全责任保险，通过检查的

特种设备 1848台。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半年来，日喀则市市场监管局强化

对知识产权、合同格式条款、广告市场、

产 品 质 量 等 市 场 行 为 的 监 管 。 截 至 目

前，清除格式条款 12 份，清理废除公平竞

争审查存量文件 5 件，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案件 49 件，案值 14.27 万元，罚没款 53.66

万元。加大对农贸市场、娱乐场所、建材

市场、食品药械等领域乱象的整治力度，

严查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的“菜霸”

“市霸”及收取“保护费”等涉黑涉恶涉乱

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

日 喀 则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充 分 发 挥

12315 平台作用，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受理消费者咨询 780 余件，受

理投诉举报 190 件。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加强防疫物资、群众生活必需品、旅游餐

饮、停车场收费、商业零售、文化服务等

领域的价格监管，继续开展转供电加价

清理工作，整顿未严格执行转供电降价

措施行为，查办价格违法案件 6 件，罚没

款 7.3 万元，受理价格投诉举报 89 件，办

结率达 100%。

此外，日喀则市市场监管局加大商

标品牌培育和保护力度，开展“知识产权

与健康中国”主题宣传周活动，引导全社

会树立品牌意识。截至目前，全市商标

申请总量达 4561 件，其中有效注册商标

2966 件；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总量达 46 件，

有效注册量 30 件；中国驰名商标 1 件；上

半年新增有效商标 482 件，新增有效注册

地理标志商标 7件。

狠抓多措并举——
助推商事改革落地

半年来，日喀则市市场监管局印发

《关于规范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严重违

法 失 信 企 业 名 单 管 理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试行）》，完善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机

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对具有不良信用记

录的失信市场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全市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共 8409

户、移出 1848 户、依法限制拦截“老赖”43

条，依法公示 3 户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 。 2019 年 度 日 喀 则 市 企 业 年 报 率 为

92.34%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年 报 率 为

99.5%，位列全区第一。

同时，根据“统一归集、依法公示、共

享共用”和“同级推送”的工作要求，日喀

则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涉企信息归集

工作，依托“协同监管平台”与其他职能

部门形成信息互通机制，全市市场监管

系统在履职过程中产生并公示行政处罚

案件 463件。

今年上半年，按照“唤醒一批，规范

一批，吊销一批”的工作要求，联合税务

部门，建立“僵尸企业”强制退出机制，对

连续两个年度未年报、公司成立后无正

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开业、开业后自行停

业连续 6 个月以上的企业，采取“上下联

动、辖区负责、分组包干、逐一核实”的方

法，探索性开展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清

理工作。截止目前，全市依法累计吊销

市场主体 375户。

同 时 ，日 喀 则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印 发

《2020 年度日喀则市市场监管系统“双随

机、一公开”定向抽查工作计划》，制定

《日喀则市市场监管系统 2020 年度“双随

机、一公开”定向抽查计划汇总表》，以口

罩等防控物资、特种设备和肉蛋奶等居

民生活必需品为重点，开展 15 项抽查事

项，全力维护市场秩序，为稳定经济社会

大局提供有力支撑。半年来，共抽查 260

户企业，25 户企业发现问题共 51 条，现场

整改 25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19份，发

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4 条，拟列经营异常名

录 2户，责令注销 1户。

此外，根据日喀则市机构改革总体

部署，日喀则市市场监管局全力做好与

行政审批便民服务局关于日喀则市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审批权限划转对接工作，

在职能划转的过渡期继续指导各县（区）

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企业年报、“多证

合一”、注销便利化、“先照后证”、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证照分离”、全程电子化、

企业自主核名等商事制度改革，以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为目标，以建设“全市一张

网”为重点，全面助推商事制度改革各项

工作，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为 健 康 市 场 保 驾 护 航
—日喀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服务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近年来，亚东县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

在培育产业、发展经济中的战斗堡垒及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支部带领、书记

带头、党员带动三大举措，帮助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增产增效，促进农牧民增

收致富。

支部带领，产业一线筑堡垒。亚东县全力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将党组织建在合作社上。目前，已在 25 个村（居）的产业类合作

社建立了合作社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和战斗堡垒作用，

利用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业的优势，将党建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把合作社打造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阵地，确保合作社沿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保证党的领导制度到位、作用发挥到位、实际效果到位。

书记带头，聚力攻坚抓落实。亚东县坚持支部主导、书记带头，严格落

实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发展具体责任，由村党支部书记带头领办合作社，

兼任合作社理事长，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组织群众以牲畜、草场、土地流转

等方式入股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资源利用起来，调动群众积极性，建

立村集体与群众的利益共同体。目前，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已成功申

报 4 家市级示范社和 4 家自治区级示范社，63 家合作社已全部建立成员账

户，规范了相关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了利益联结机制。

党员带动，先锋引领树形象。亚东县通过鼓励和支持普通党员领办

和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党员聚在合作社上，带头发展特色产业，创新

“党员+合作社+基地+农户”结对帮扶机制，深化党员责任，引导党员在

合作社发展中认领岗位、发挥特长，争当引领合作社发展的急先锋。党

员通过自身创办的企业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信息传递、联系订单和

租赁劳务等生产经营服务，形成利益联合体，实现联手致富的良好局面，

为合作社增效益，为社员增收入。目前，全县农牧民党员已 100%实现入

社。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为确

保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从严化、常态化

开展，吉隆县从基层党建制度体系建设

出发，从组织、推动、落实三个层面积极

探索健全完善党建制度，有效确保了基

层党建工作的落实落地。

组 织 层 面 健 全 完 善 责 任 制 。 贯 彻

“书记抓、抓书记”导向，把基层党建作为

各 级 党 组 织 书 记 的 书 记 工 程 、政 治 任

务。在县直机关党组织中实行行政负责

人与党支部书记“一肩挑”责任制，有力

破解行政工作与党的建设工作断层断档

现象；在学校领域全面推行党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实现了校长与党组织书记

一肩挑率达到 100%；在驻寺、“两新”组

织、村居等领域，在配齐配强党组织书记

“领头羊”的基础上，按照业务归属和行

业归口，实行了部门党组织书记负责指

导制。同时结合全年党建工作任务，分

机关、乡镇、村居三个层级分类制定了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和

《抓 党 建 促 脱 贫 攻 坚 巩 固 提 升 责 任 清

单》，明确了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

职责任务，确保了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建

工作抓有目标、抓有方向、抓有标准。

推动层面健全完善例会制。突出常

态抓阶段、抓环节、抓推进，把书记带头统

筹谋划、成员献策齐抓共管、全体党员集

思广益作为基层党建工作平稳推进的长

效之策。坚持以了解工作情况、掌握工作

进度、跟进工作开展、强化工作推进为根

本，在不定期开展推进会、汇报会、调度会

等基础上，在全县各领域党组织中推行了

党建周例会和月例会制度。由各级党组

织书记牵头组织班子成员、普通党员每周

开展 1 次党建周例会、每月开展 1 次党建

月例会，重点围绕近期以来的工作开展情

况、存在困难问题、重点薄弱环节、对策意

见建议等方面，学习文件精神、贯彻上级

部署、交流经验做法、交换工作意见、探讨

下步安排、谋划推进措施，有力确保了各

级党组织党建工作平稳推进。

落实层面健全完善督导制。始终把

督促指导作为推动基层党建落实落细、落

地成效的根本之举，把监督检查作为推动

各级党组织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手

段。建立了重点任务督办制度，围绕工作

内容、交办时间、承办单位及责任人、办结

情况等内容，制定了《重点工作落实督办

清单》，实时掌握各级党组织抓基层党建

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建立了党建督查

制度，制定了《党建工作督查清单》，结合

下乡调研、专项检查等契机，不定期监督

检查各级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先后开展

党建随机抽查、专项督查 30 余次；建立了

工作提醒制度，结合当前党建重点任务、

常态工作和阶段安排，采取电话提醒、工

作提醒等方式，不定期、不间断督促各级

党组织抓好党建工作任务的落实，有力确

保了基层党建工作向纵深推进。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近日，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向日喀则市

一家小微企业发放了日喀则市首笔应收账款纯质押贷款，贷款金额为 500

万元，解决了该企业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的困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资金“血

液”，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据了解，今年以来，人行日喀则市中支积极指导各银行机构通过线上

渠道大力宣传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组织 50 余家中小微企业召开平台宣

传现场推广会，深入市便民服务中心，为前来办理业务的企业开展一对一

宣传，下发《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推广工作通知》，明确 2020 年各银

行机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新增企业注册数量、新增企业融资笔数、新

增企业融资金额等分工任务，加速推广应用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一

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全市复工复产与稳企业保

就业工作取得成效。截止 7 月，日喀则市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新增

注册企业 18 家、个体户 2 家，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去年同期新增注册企

业仅为 1 家，新增个体户为 0。其中，新增的 9 家企业和 2 家个体户通过平台

获得应收账款融资 2.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倍。

亚东县

党建“三带”助力合作社发展

日喀则市

发放首笔应收账款纯质押贷款

吉隆县

“三层”制度助推基层党建落实落地

当记者走进谢通门县荣玛乡护林员阿旺

老人的家时。手臂上带着护林员巡逻袖标的

阿旺老人，正准备出门巡逻。

阿旺老人从 2004 年起，自愿担任谢通门县

荣玛乡护林员，负责荣玛乡龙夏村至雄村道路

两旁的林业保护区，面积达 5000 余平方米。工

资低、工作乏味、压力重大的护林工作，老人一

干就是 16 年。当谈起这样做的初心时，阿旺老

人说，“在旧西藏吃不饱、穿不暖，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我们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

住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知党恩、感党恩，把保护

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作为对中华民族生存

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为了做好护林工作，阿旺老人把龙夏村和

雄村护林范围分为两个区域，早上 9 点—11 点

巡查第一个区域、12 点—15 点巡查第二区域，

16 点—20 点巡查管辖的全部区域，中间分别就

地休息 1 个小时，即使在春节、藏历新年等重要

节日，他也从来没有耽搁过巡查。

遇上乱砍滥伐、肆意破坏树林等违法行

为，阿旺老人总会及时制止。“有一次，我巡逻

时发现有几个人在护林区域里放牧，我及时上

前阻止，但他们不仅不听劝阻，还威胁我，面对

这种情况，我没有退缩，在劝导他们无果后，我

准备将此事报告乡政府，他们意识到不能将这

事闹大，就把牛羊赶走了。”阿旺老人回忆着当

时的情形。

阿旺老人不仅是全乡护林工作的“标兵”，

还是“讲贡献爱家园”的践行者。2018 年荣玛乡发生洪灾，护林围栏被冲

毁，阿旺和妻子自发去修补围栏，并将洪灾后的泥沙铲平。“洪水过后的泥

沙极大影响了农牧民的日常生活，将泥沙铲平，既为大家行方便也是为自

己行方便。”阿旺说。

阿旺在做好护林工作的同时，每天都会抽出半个小时进行学习。学习

内容主要有藏文版的《护林员岗位职责》、报刊等；他还经常到村委会农家

书屋借阅林业种植、生态保护等相关书籍，拓展知识面。他还担任保护生

态环境工作的宣传员，为身边的农牧民群众传授护林工作知识、讲解生态

绿化的重要性、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以及林业保护中的禁止行为，并

坚持做到以身作则，广泛宣传，为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

荣玛乡乡党委书记次穷说：“在西藏种活树木不容易，国家对西藏的

生态投资很大，有的人护林是打发时间，阿旺老人却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守

护着这片林子，不管风吹日晒、风雨霜雪从不曾缺席。当有违规行为发生

时，他会耐心劝导，他尽职尽责地守护好这片树林、监管好其他护林员，他

的行为赢得了农牧民群众的肯定，为其他护林员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

样。”

当谈起下一步打算时，77 岁高龄的阿旺老人说：“我很喜欢这份有着重

要意义的工作，对守护的这片林子也有很深的感情，自己会继续坚守岗位，

为林业保护、生态绿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夕阳下，渐行渐远的老人身影，一片翠绿的林子，这是贡献、坚守、陪伴

的最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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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拉孜县大力发展藏鸡养殖产业，以“县城合作总社+乡镇合作分社+贫困户”的运营模式，培育发展藏鸡孵化、藏鸡

散养、循环养殖的专业合作社，促进藏鸡标准化生产，提升拉孜县藏鸡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农户养殖藏鸡过程中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真正实现促农增收,脱贫致富。

图为拉孜县纳布西达居藏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正在给藏鸡喂食。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致富“金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