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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大竹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大竹县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竹府法组

办[2023]6 号）等文件精神，大竹县市场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局“1355”战略部署，弘扬“大道至简、

虚怀若竹”的精神，围绕“守好安全底线，护好民生权益，助力市

场复苏，提振经济发展”主题，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职责，积

极作为，荣获省“春雷行动 2023”执法行动优秀集体、“省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业炒作和

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成绩突出集体”、省“万人进万企

纾困助发展”活动先进单位、确定大竹县为全省 4个县域民营经

济改革试点县并获得市委邵书记肯定批示、大竹县民营经济改革

试点经验在《四川改革动态》刊载等荣誉。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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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一）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实时调整了法治政

府建设领导小组。同时结合《大竹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竹县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竹府法组办[2023]6号）文件精神，我局印发了《大竹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明确了责

任股室，细化了工作方案。

（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

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

习纲要》等作为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和会前学法的重点内容，严

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纳入

年终述职，切实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践行。

（三）是宣传食品药品等方面法律法规。结合“食品安全宣

传月”、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保护、12.4宪法宣传

日等重点时间段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宣传教育工

作。在日常监管及各项专项检查中，不断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知识。同时，组织监管对象举办宣传培训活动，采取以会代训的

方法组织全县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安全工作会，强化其

“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提升食品药品从业人员业务

水平。

二、全面优化政府职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聚焦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扎实开展市场主体培育。聚焦“六个一”目标，全面落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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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分离”改革，加快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应用，实行企业

开办赠送首套印章，完善“转企升规上市”新机制，优化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模式，全面实现企业开办 0.5个工作日办结、零成本。

推行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实现企业简易注销、个体工商户简易

注销登记一日办结。截至目前，全年新发展市场主体 15019户：

其中企业 4011户，个体 11008户，位居达州市第一位。“个转企”

完成 346 户，完成市上下达的目标数（290 户）的 119%，村集

体入股成立公司能完成 232户（数据为 12月 21日）。

2.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全力推进企业年报公示，2022年

度企业应年报企业总户数 7002户，其中重点企业 5户（重点企

业已年报 5户），已年报企业数 6200户，企业年报率 88.55%。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年报 578户，已年报 399户，年报率 69.03%；

2022年度个体应年报总户数 32002户，已年报 18901户，年报

率 59.06%。

3.全扎实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印发了《2023年度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点及抽查计划的通知》，共制定抽查方案

13个，共抽查经营对象 284户，其中未发现问题 193户，注销 6

户，发现问题 85户，其中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 71户，隐瞒真

实情况 4户，所有检查结果均通过双随机监管平台 100%录入并

公示。

4.深化信用建设与监管。强化信用宣传和修复，全年共印制

了 1000份信用修复办事指南、1000份诚信经营倡议书和 2000

份年报提醒告知书，受理申请信用修复移出 169户（其中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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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信用修复 8户），企业履行信用承诺 169户，市场主体因公示

信息轻微错误予以容错修改 31户。

（二）聚焦中心工作，持续助力经济发展

一是扎实开展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工作。建立多部门会商机

制，召开会商研讨会 12次，拟定了《大竹县民营经济改革试点

方案》《大竹县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工作要点》，印发了《大竹县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召开大竹县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大会，表扬了先进企业、先进个人等，提振了发展信心；

出台《大竹县园区“三单制”执法检查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细化执

法检查责任分工，持续清除“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开展“清风护商”

营商环境专项监督，纵深推进招投标领域问题系统治理和“窗口”腐

败专项整治，推动办理“疑难杂症”200余个，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48个；高标准建设“万市兴”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服务企业全生

命周期、推动全产业链条发展”的综合服务体系；深入推进项目全

过程效率革命，制定推行《县本级投资建设项目“五联合”服务实施

办法》，实现审批时限压缩 50%以上、95%的企业开办在 0.5个工

作日内办结。

二是持续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加强品牌提升宣传，组织

推荐大竹白茶、东柳醪糟、大竹香椿等地标特色产品参加地理标

志产品云展、“巴山食荟”区域公共品牌推广活动，推荐东柳醪糟、

图拉香实业、万康农业赴广东参加 2023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

着力解决矛盾纠纷，依托 13个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和 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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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平台，受理知识产权投诉举报 12件；鼓励创新发展，目前

我县新增注册商标 395件，有效注册量达 5661件；新增授权专

利 291件，有效发明专利 71件。

三是全面推进品牌培育质量提升工程。着力品牌建设。指导

大竹县经济开发区申报争创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项目成功

进入四川省 2023年度质量发展创新突破“揭榜挂帅”立项榜单

（川市监办函〔2023〕111号）；开展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今

年新推荐了 2家企业（川环科技和蜀东三鑫彩印包装）参加了企

业首席质量官培训；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查重点工业产品

生产销售企业 450家，完成各级监督抽样 209个批次，合格率抽

检合格率 94.8%；推进有机产品示范县创建，省局已完成对我县

有机产品示范县的验收工作，对我县创建工作表示肯定。

三、狠抓主业，筑牢安全防线

深入贯彻落实“守好安全底线”战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紧迫感，扎实抓好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安全，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一）是牢牢守住食品安全。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

先后 6次召开专题工作推进会，全年对 3560家食品生产经营主

体的全面督导，督导完成率 100%，发现并整改问题 127项，进

一步完善我县食品安全包保工作机制。完成食品及食用农产品快

速检查 1976批次，合格率 98.8%；开展例行检测、飞行检测共

82批次，合格率 100%；配合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开展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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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检测共计 180批次；完成县级食品安全抽检普通食品 300

批次、食用农产品 680批次。开展“守查保”专项行动、校园食品

安全守护行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制止餐饮浪费、“互联

网+明厨亮灶”工程、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达州“食品安全行”大竹

县活动等，全面提升全县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出动执法人员 2315人次，检查经营单位 2300余

家，发现隐患问题 26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查处食品领域违法

案件 152件、案值 580.01万元、罚没 71.61万元。

（二）是牢牢守住药品安全。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为抓

手，以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为重点品种，加强农村、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区域，突出网络销售、农村赶集销售等重点环节，深

化网络监管和实地检查有机融合，严肃查处无证生产经营、生产

经营无证产品、非法渠道购销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共检查药品

零售企业 220家次，疫苗接种机构 38家，医疗机构 31家次，检

查化妆品经营单位 121家，查处违法案件 96件，罚没 34万元。

药品不良反应上报总数 1025份，其中严重报告 182份，严重报

告率 17.76%；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上报总数 411份，其中严重报

告 79份，严重报告率 19.22%；化妆品不良反应上报总数 137份；

药物滥用上报总数 256份。

（三）是牢牢守住特种设备安全。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

项整治，围绕“三个重点”（重点单位、重点场所、重点时段）以

及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的特种设备展开全面排查，全面推动智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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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电梯监管改革；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强安 2023”执法检查和严

重事故隐患整治行动，紧盯燃气领域、危化企业、重点工程项目

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整治，全面推动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主体

安全责任落实，强化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析研判，依法打击特种

设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共出动监察人员 380人次，检查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单位 170余家，检查各类设备 1700台（套）次，下

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43份，立案查处 6起，罚没款

21万元，整改和消除各类特种设备安全隐患 52处。

（四）是牢牢守住产品质量安全。聚焦危险化学品、燃气具

等重点产品，城乡结合部、农村市场等流通领域，严肃查处制售

假冒伪劣产品等质量违法行为；强化工业产品抽检力度，加大对

影响安全生产的燃气灶具、天然气、车用汽油、学生用品、食品

相关产品等产品的监督抽检；开展获证企业及重要工业产品的巡

查、农业投入品专项执法等工作，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

了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检查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企业

450家，查处案件 42件，罚没 22.88万元，完成各级监督抽样

209个批次，合格率抽检合格率 94.8%。

四、服务民生，提升幸福指数

（一）是全力推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按照《大竹县“城区

部分农贸市场设施破旧、老化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分批

次对城区部分农贸市场进行提升改造，总投资 934.5万元，其中

县级资金 700万元，其他资金 234.5万元。目前荷花池市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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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区、西门综合市场等现有城区农贸市场已全部完成升级改造并

投入使用。

（二）是全面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印制并发放宣传专

刊共计 5万份，悬挂宣传标语 10条，录制电视节目 1期，制作

微信公众号消费宣传教育内容 3期，推送手机短信 5万余条；处

理 12345、12315平台投诉举报共计 2642件，电话及现场咨询、

投诉、举报 300余件，办结率 100%。

（三）是生活必需品物价管控。在城区随机选择大中型超市、

社区菜市场和连锁药店，加强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的日常巡查，严

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不得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优惠，共发放纸

质提醒告诫函 500余份，检查医院 21家，药店 56家，诊所 32

家，超市 8家，责令整改不规范明码标价 25家，处理价格投诉

举报 28起，立案处罚 1家。

（四）是强化涉企收费监管。重点检查了物业公司收费项目、

加油站价格、医美服务行业、医疗机构、水电气、景区、殡葬行

业、停车场等收费情况进行专项治理，立案 13件，责令整改 12

家，涉案金额共计 11.5万余元。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工

作任务“三张清单”，持续推动全县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工作，全力

推进“万市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深化惠企窗口建设，提升服务

企业质量，提升企业发展信心和动力；稳步推进“个转企”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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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培育工作，提升全县经济主体质量和数量，优化全县经济结

构，为全国第五次经济普查打下坚实基础。

（二）着力推动标准示范建设。一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督

促食品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为达州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提供大竹县力量；二是做好县域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助

推达州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三是做好省有机产品示范县创

建后续工作，增强大竹产品竞争力；四是加强品牌创建，全力推

动大竹县经济开发区争创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项目。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创新事中事

后监管，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发展。

大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