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民生民安
实干彰显担当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两手抓”，食品、药品、特种设备、
产品质量“四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创新举措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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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对照习近平总书

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贺信中
对厦门提出的重要要求，紧扣“监管为
民”初心使命，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坚持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稳守

市场安全底线，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
推动质量变革，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
深化市场秩序治理，提升市场监管效
能。全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
量“四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市场监管
领域创新举措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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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国

华表示，新时代伟大事业宏伟而壮丽，新征

程伟大使命艰巨而光荣。厦门市市场监管

系统将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和

深远影响，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我们将围绕

“为民造福”总要求，持续深化“十心为民”为

民服务品牌、“爱心食物银行”慈善助民品

牌、“市监青年读行社”青年学习品牌，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一个大市场”筑基，加

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两个强国”

（质量强国、知识产权强国）支撑，增强经济

创新力和支撑力。坚持“三个监管”（法治监

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护航，提升与统一

大市场相适应的市场监管综合能力。坚持

“四个安全”（“三品一特”安全监管）托底，全

力以赴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

得舒心。以高质量市场监管工作为我市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这一年，厦门不断巩固质量发展基础，知识产权
动能进一步转化。

质量，是厦门的强市之策、民生之本。作为全
国首批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和全国首批推进质量工
作成效突出的地方，厦门高位推进质量强市建设，
全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5年跻身高质量

“领跑方阵”；服务业社会公众满意度连续5年高于
福建省平均水平，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公共服务
质量满意度排名中，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前五；市民
质量满意度连续十年提升，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今
年6月，福建省质量强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
2021年度对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结
果，厦门以99.15的高分获得最高等次A级评定，连
续6年获此殊荣。

同时，厦门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大力推动质量
变革，不断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全省率先试点
实施质量提升“项目带动”，以项目制方式推进质量
提升行动，2021年、2022年两批共13个项目获得立
项。面向中小企业，深化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
务，开展政策引导、咨询反馈、质量诊断、双向联动等

质量服务前移工作,不断完善质量基础设施“e鹭协
同”服务平台建设，累计开展服务项目1100余个，全
市企业首席质量官累计达2271人，数量居全省前
列，厦门市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中心也成为全
省首个线下服务大厅。

带着对质量的执着和坚守，厦门着力加强知识
产权质量的提升。今年8月，厦门入选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试点示范时限自2022年
7月至2025年6月，这标志着厦门市知识产权工作
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目前，厦门已出台实施《厦门
市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
（2022-2025年）》。海沧区入选首批全国商业秘密
保护创新试点地区，火炬高新区入选国家级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试点园区。市市场监管局与厦门自贸
委、厦门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策划“知识产权
CBD”，聚焦核心专利、知名品牌、精品版权、优质地
标等高价值知识产权，打造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的
要素供给侧保障综合体，已于今年知识产权宣传周
期间揭牌运行。厦门获批建设的全国唯一“电子商
务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也于9月正式揭牌。

这一年，厦门聚焦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食安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作为全国第二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试
点，今年7月，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通报2021年度
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结果，厦门市连续第七
年获 A 级等次，食品评价性抽检总体合格率达
99.5%，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群众食品安全满意
度达91.7%，在国务院食安办中期评估中列为同批
城市首位。今年11月，经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批
准，厦门市被正式命名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成为福建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而安
全、放心，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诉求。除了食品
安全，在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药品、产品质量及
特种设备安全等领域，市场监管部门也深入贯彻“四
个最严”要求，牢牢构筑安全防线。2022年，厦门市
市场监管局铁拳出击多管齐下，开展“守底线、查隐
患、保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食品重点风险排查专项

行动等，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4569件，办结案件3867件，罚没款4500.75万元，市
场经营秩序进一步净化。

提高市场监管能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今年，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推行12315和12345热线双号并行、7×24小
时人工接听，确保了厦门12315全年365天服务不
下线。3月，因出色表现，厦门市市场监管局消费
者权益保护处12315投诉举报处理指挥中心（以
下简称“厦门 12315”）被中宣部命名为“第七批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成为福建省和全国市场监
管系统唯一获此命名的示范点。8月30日，厦门
12315又获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数
据显示，近三年来，厦门12315累计登记处理消费
投诉举报近35万件，提供消费咨询48万余次，挽
回消费者经济损失3.6亿元，投诉调解成功率始终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消费者满意度
始终稳居全国前列。

这一年，厦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激发，我市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80万户。

“为厦门的企业开办审批效率点赞！以前企业
销售保健食品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在办理营业
执照后才能递交申请材料，现在登录厦门市商事主
体开办一网通平台，按平台流程提示提交相关材料，
当天就通过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备案办理，真的
很方便。”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清梅
告诉记者。今年1月，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自
建系统在全省率先将“食品经营备案（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纳入“多证合一”范围，实行“一套材料、一表
登记、一窗受理”工作模式。经营者无须到窗口申
请，无须提交纸质材料，“一趟不用跑”即可办理营业
执照和食品经营备案。

这一变化，正是厦门市场监管部门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市
市场监管局以集成服务为手段，推行证照同步办理，
将营业执照与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许
可证相关业务进行整合，推行“一件事”集成套餐服
务，涵盖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4大类60个事项的
高频登记审批需求。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登记审

批29个大项147个小项“一网通办、掌上可办、自助
E办”，行政许可事项100%实现“全程网办”。其

“‘全程网办’打造商事登记智慧矩阵”举措成功入选
2022年度厦门“十佳”营商环境创新举措。

每一次改革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推行
电梯“智慧码”和电子维保记录，探索零售药店远程
智慧监管；进一步实现登记审批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推进厦台两岸行业标准共通，逐步打造有利于两岸
经贸往来、产业对接、科技进步的共同市场和共同家
园……今年5月，市市场监管局印发《2022年改革创
新工作要点》，聚焦监管与服务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提出六大改革创新行动共计22条具体举措，从
技术能力建设、质量安全监管、智慧监管、信用监管
等方面寻求突破，加大对市场主体扶持力度。

“‘放’要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管’要管出公
平、管出质量，‘服’要服出便利、服出实惠。我们还
将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实放权的责任，堵
住监管的漏洞，补齐服务的短板，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助力厦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国
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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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政放权入手，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在厦门自贸片区先行先试商事登记
确认制、创新提出“一证跨区准营”制度、实
现市内迁移“进一扇门、办两地事”、上线简
易注销“预检”服务，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每
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36.6件，居全省首
位，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
城市”；积极回应台胞台企关切诉求，依托
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建设“厦
门两岸行业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推进厦台
两岸行业标准共通……

时间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是奋斗者
筑梦的见证。翻开2022年的日历，厦门市
场监管的这张答卷亮点满满。一幕幕忙碌
的场景、一个个奋进的瞬间、一幅幅定格的
画面，谱写出“大市场、大监管、大服务、大
融合”的恢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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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质量提升工程，
全面提高产品、工程、服务、环境
和公共管理领域质量供给水平，
持续提升市民质量满意度。厦门
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市民质量满
意度调查测评，结果显示，2022
年度厦门市市民质量满意度得分
为 85.32 分（百分制），10 年以来
累计提升5.19分。

本次测评涉及“五大”（产品、
工程、服务、环境和公共管理领
域）质量满意度。采取拦截面访、
网上调查两种方式，共计采集有
效样本和收集意见 2564 份。“五
大”质量中，公共管理质量得分最
高，为86.54分。产品质量、工程
质量和公共管理质量3项二级指
标较上年度有所增长。测评结果
还显示，我市六个行政区中，翔安
区得分增幅明显，较上年度提高
1.09分。岛内外得分差距再次缩
小，为近 6 年测评中得分差值最
小，随着各行政区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城镇化率的提升，市民质
量获得感普遍增强。

本报记者 陈泥
通讯员 廖媛 吴霞

市民对
公共管理
质量最满意

86.54分

近三年
我市服务业
满意度
持续提升

81.49分

为深入了解我市服
务业发展情况，厦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委
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
2022 年度厦门市服务
业顾客满意度测评，结
果显示，2022 年度厦门
市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
评总体得分81.49分（百
分制），达“满意”水平，
得分较上年度上升0.20
分。

本次测评对象包括
银行、旅游、养老服务、
零售、移动通信、现代物
流六个行业及政府工作
质量。采取拦截面访、
网上调查两种方式，完
成有效问卷 17104 份。
测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
是：养老服务业、零售
业、现代物流业、银行
业、旅游业、移动通信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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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举行换装仪式市市场监管局举行换装仪式。。

1111月月2424日日，，我市发出首张直接变更经营者我市发出首张直接变更经营者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围绕“为民造福”总要求
推进高质量市场监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