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自 7

月 28 日北京市出现京外关联本地病例

以来，截至 8 月 9日，全市累计检测核酸

493.05 万人份，对文旅、公共交通、市场

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业人员，健全定期核

酸检测机制，提高核酸检测频次。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

介绍，截至 8 月 9日，北京市累计检测

493.05 万人份。其中，市场领域重点行业

从业人员累计检测 22.21 万人份，地面公

交、轨道交通从业人员累计检测 7.96 万

人份，涉及疫情的重点区域累计检测

127.36 万人份。

北京市提高对重点行业领域从业人

员的核酸检测频次。对冷链员工和厨师、

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

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

员，每周至少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对进口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 1 次全

面核酸检测，对商超、餐饮公司、外卖、快

递、社区菜市场、小型超市、副食品店等

市场领域从业人员按照规定频次定期进

行抽样检测。

同时，为进一步加大农贸市场核酸

检测频次，北京市要求新从业人员、进口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

生清洁人员，需持 3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

贸市场其余从业人员，需持 7 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

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外环境开展核酸

检测，采样数量不少于 20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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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字标认证统一了产品标准，获

得了产能资源，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提升

了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知名度，加速

了市场流通，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进而

能够由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向现代企业管

理模式转变。”近日，内蒙古兴安盟大米

的生产商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通过‘蒙’字标认证，我们实施了

‘五大体系’标准化工作，品牌效益凸显，

品牌溢价能力有了提升。”内蒙古大辽王

府粮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坤高兴地说。

随着“蒙”字标认证工作的深入开

展，大辽王府的小米加工产业正在由单

一化开发利用转向综合化开发利用，由

短产业链向长产业链转变，实现了产品

的深加工，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增加了企

业的经济效益。内蒙古大辽王府粮贸有

限公司作为第一批通过“蒙”字标认证的

企业，销售额由 2019 年的 0.88 亿元增

长到 2020 年的 1.3 亿元。以品牌之力，

带动行业发展。

“蒙”字标是基于内蒙古独特的自然

生态和人文环境，造就“高品质、纯天然、

绿色有机、生态环保”的品牌形象的认证

项目，目标是应用“高标准＋严认证 +强

监管 +优服务”的方式，在内蒙古自治区

全区范围内优选最具代表性和高品质的

优势特色产品，培育“蒙”字标产品集群。

目前，首批 9家企业的兴安盟大米、呼伦

贝尔羊肉、呼伦贝尔牛肉、锡林郭勒羊

肉、赤峰小米、河套小麦粉 5 类产品通过

认证。此外，通过召开产销对接与品牌创

新座谈会、组织参加东亚国际食品交易

博览会、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方式，

主动为获证企业在产业升级、产品营销、

融资发展等方面提供帮助。

据悉，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助力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市

场监管局立足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知

识产权保护等职能优势，组织实施了

“蒙”字标认证、打造内蒙古品牌行动，有

效服务了内蒙古品牌建设。

两年来，内蒙古市场监管局围绕

“蒙”字标五大体系建设，研制发布了 1

项认证通用要求地方标准，10 项团体标

准；制定了认证管理办法、标识管理规

定、认证实施规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组建了“蒙”字标国际认证联盟，成立认

证服务企业平台，对产品从原材料到终

端各环节全过程监督。

“蒙”字标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域品

牌，其他地方区域品牌产品都可以通过

“蒙”字标认证，获得“蒙”字标的质量支

撑和品质保证。建立的标准体系、制度体

系、产业体系、质量链管控体系、推广体

系五大体系，可以延伸到内蒙古各类品

牌产品的培育和推广中。

“蒙”字标认证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蒙”字标认

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标准引领、

认证支撑、品质保障、企业自愿的原则，

必要的工作经费原则上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解决，不会增加企业负担。优先对

质量基础较好，内部管理较规范的企业

进行认证，帮助企业制定完善标准，提供

质量管理专业咨询服务。随着“蒙”字标

影响力的扩大，产品溢价增长，企业的综

合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激发了企业提升

产品质量的动力，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

展。 据《中国质量报》

今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

局以新修订《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持续提升科学

监管能力、不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

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夯基垒石、立柱架梁,深化“前瞻性”布

局、强化“全局性”统筹、优化“整体性”

推进、固化“普法性”宣贯,将党史学习

教育的成效融入到为人民办实事、为

产业谋发展的实践中, 努力开启全市

医疗器械科学监管、法治监管的新篇

章。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将“十四

五”规划作为医疗器械安全监管的“航

标灯”,围绕首府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工

作大局, 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医疗器

械风险隐患,于年初制定工作计划,采

取“两级分工 +五环节 + 八措施”工

作方式,凝聚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合力,

重点从生产、经营、使用、网络销售、疫

情防控等环节着手,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保障公众用械安全有效。

日前,为深入宣传贯彻执行新《条

例》,遵循宽进、严管、重罚的特点,秉

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理念,

启动医疗器械安全风险排查治理。一

是“线下治理 +线上清网”。由“线上”

依托数据平台,“线下”依法规范的方

式,推动“清网”专项行动落地见效。二

是“风险隐患排查 +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组织开展医疗器械使用环节、无

菌和植入与介入类等风险隐患排查,

督促企业开展自查, 认真落实主体责

任。三是“规范执法 +社会共治”。强

化案件查办及跟踪落实工作, 同时做

好普法宣传, 营造医疗器械全领域质

量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着眼重点工作,优化“整体性”推

进。一是疫情防控。对 9个旗县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开展的药械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专项督查。检查药店 141 家

次,出动执法人员 117 人次,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3份,发现 1条违法线

索以及 4 家药店未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已及时转交属地市场监管局,

并下达了督办通知单。二是“捆绑”检

查。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对疫情防

控用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开展针对性监

督检查, 并完成医疗器械备案专项清

理工作。截至目前,共检查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 3 家、经营企业 3381 家次、使

用单位 736 家次,移交属地市场监管

局违规线索 2条。

坚持先学一步、多学一点、深学一

层,针对不同角色人员,分侧重点分类

推进学习宣传贯彻《条例》的主攻方

向。面向执法人员, 强化监管责任意

识。组织开展执法人员系统性学习《条

例》。线上培训执法人员共 411 人次。

面向市场主体,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对

全市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开

展靶向培训,并召开新《条例》宣贯座

谈会。培训企业人员 1093 人次。面向

社会各界, 强化协同共治意识。通过

“安全用械进企业、进社区”活动,以安

全合理用械、依法维权为重点,加大对

安全合理用械的普及力度, 扩大《条

例》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条例》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据消费日报网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8 月 12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呼和浩特市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迅速调整工作思路，以数据应

用为导向，依托“内蒙古风险管控平台”，着力开展食品、药

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工作，以“互联网＋监管＋风险管控”模式，落实“两项责任”，

全面建立“放管衔接”工作机制，在推进“放”的同时强化“管”

和“服”，确保牢牢守住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底线。

从“人海战术”到精准监管。2020年初，面对登记事权转

移、经营主体加速扩充的现实状况，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经

过调查研究发现，要依靠传统的“人海战术”发现食品安全等

重点领域潜在的质量安全风险其难度越来越大，只有运用“互

联网＋监管”思维，才能优化监管方式，实现放管之间的紧密

衔接。围绕这一目标需求，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引入“找准

风险点、建立责任链”工作理念，确立依托“内蒙古风险管控平

台”，开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质

量安全风险管控，运用数据化、信息化、智慧化手段，提升市场

主体和属地监管部门落实相关责任的能力和水平。

同时，从线下单一化实地检查转向“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管，从企业被动自查向主动核查风险转变，从“政府部门单项

管理”向社会各界共建重点领域质量安全防护体系转变。

内蒙古：以“蒙”字标认证为基础
打造区域品牌

赤峰市：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

为贯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关于开展 2021 年公立医院党委书

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

活动的通知》要求，推进本年度公立

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

动、出成效”活动和重点医改任务的

落实，深刻领会党和国家深化医改的

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近日，赤峰市

妇产医院召开“讲医改、见行动、出成

效”院内宣讲会，会议由赤峰市妇产

医院党委书记乌兰托娅主讲。赤峰市

妇产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

人以及职工代表参会。

赤峰市妇产医院党委书记乌兰

托娅详细解读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

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并与大家

共同学习了百年党史内容，同时介绍

了赤峰市妇产医院取得的改革成效，

党建工作进展情况并布置下一步工

作重点。

“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活动

是医改工作的重要抓手，能够有力地

促进公立医院领导干部以讲促学、以

学促知、以知促行，促进公立医院落

实党和国家关于医改工作的部署要

求，推动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全院

职工要坚定信心、明确目标、真抓

实干，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院医改工作新局

面。

此次“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

宣讲会带动赤峰市妇产医院形成讲

政治、学政策、行政令、促改革的良好

氛围，为落实深化医改工作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据内蒙古自治区医改办

呼和浩特市：

打造医疗器械全领域
质量安全“航标灯”

北京提高重点行业领域人员
核酸检测频次

据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

2021 年“博爱一日捐”募捐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统一部署下已正式启动。

活动开展以来，呼和浩特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捐出一天的收入，奉献一片

爱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诠释了首府党员、干部、职工的无私大爱。截至 2021 年 8

月 9日，已累计收到 63 个单位及个人爱心善款 904029 元，

为改善呼和浩特市弱势群体生产生活境况贡献了积极的人道

力量。现将参与活动的爱心单位及个人公布如下。

呼和浩特市 2021 年
“博爱一日捐”募捐活动爱心榜

呼和浩特市:从“传统监管人盯人”
到“风控管理主体盯责任”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市场

监管部门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为切入，

以进口冷链食品为重点，坚持疫情防控

和食品安全两手抓，全面加强高温季节

食品安全监管。

该局监督检查农贸市场、大型超市、

餐饮服务单位等人流密集场所的疫情防

控工作，做好从业人员每日健康监测与

口罩佩戴督导，提醒消费者履行测温、扫

码、登记义务，并与他人保持必要社交距离。

为严把源头，守紧进口冷链食品关

口，该局开展了进口冷链食品巡查工作，

要求在售的进口冷链食品全部通过“蒙

冷链”追溯平台进行赋码，以实现进口冷

链食品全链条、电子化监管，确保其来源

可溯、风险可控。针对高温季节食品安全

处于风险高发期的实际情况，该局开展

了全盟食品流通环节安全风险大排查，

以查找问题为导向，以消除安全隐患为

目标，将易腐易变质食品、散装食品等作

为整治重点，检查各经营单位的营业证

照是否齐全，票证台账落实情况，高风险

食品贮存条件等，严厉打击销售“三无”、

变质食品的违法行为。 据《中国质量报》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
坚持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两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