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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丽娜

作为食品安全法的配套法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12月1日起施行。《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对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监管要求，聚焦“一老一
小”食品安全。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保健食品诈骗案件多
发高发，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
康，不少商家打着“权威认证”“专家推荐”等幌子
欺骗老年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为了规范保健
食品注册与备案产品名称命名，避免误导消费，
11月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保健食品命名
指南（2019年版）》，其中明确规定，保健食品名
称命名时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误
导、欺骗消费者。

而在《条例》中，也对包括保健食品在内的特
殊食品监管做出新规定。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特殊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内容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明书
一致。销售特殊食品，应当核对食品标签、说明
书内容是否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明书一
致，不一致的不得销售。《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禁止利用包括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
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保健食品非法会议营销行为。

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婴幼儿配方
食品监管工作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条例》聚
焦社会关切，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监管提出要求。

其中明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将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针对特定人群的食品以及其
他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或者销售量大的食品的追
溯体系建设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对添加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选择性添加物质的婴幼儿
配方食品，不得以选择性添加物质命名。

同时，《条例》规定，不得对保健食品、婴幼儿
配方食品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食品检验
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信息，不得利用上述检验信
息对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等级评定，欺骗、
误导消费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
的食品安全，《条例》还规定，学校、托幼机构、养
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应当执
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
度，并定期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承包经营集
中用餐单位食堂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并对食堂的食品安全负责。集中用餐单位应
当督促承包方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承担管理
责任。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聚焦“一老一小”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政府为民营企业创造了很好的营商环境，
让我们能安心谋发展，我们自然要力所能及地为
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这是现在内蒙古民营企
业家们共同的心声。

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的一个关键。今年以来，自治区工商联围绕企
业发展，不断出实招，促进民营经济稳健发展。用
优化营商环境“加法”，换取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乘法”效应。

一次次座谈会，传递着支持与关怀。在自治
区工商联的协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代表被邀
请参加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座谈会，为涉企政
策出台建言献策。《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
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内蒙
古自治区民营企业家法律维权服务联席会议制
度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

联领导干部联系走访民营企业工作制度》等相继
出台，工商联、统战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与
民营企业的联系联络机制、联动服务机制、管理
监督机制纷纷建立，涉企涉诉问题得到良好解
决，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日益显现。

一本本政策书，播撒着阳光与雨露。自治区
工商联收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工商
联、自治区党委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政
策法规近40篇，印制成《重要学习材料》《民营企
业法律维权政策法规资料汇编》口袋书，送到民营
企业、商协会中。为了充分了解全区民营企业的
真实情况，收集并集中反映民营企业在融资、成
本、减税降费、创新支持等方面的难点、痛点、堵
点，自治区工商联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问卷
调查等形式，对基层工商联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撰写了《关于构建内蒙古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情况的调研报告》，为自治区出台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一个个实举措，暖心又安心。自治区工商联
深入开展诚信建设专题宣传，引导企业做爱国敬
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通过
对比自治区工商联执委与信用信息平台黑名单，
指导进入黑名单的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建立信用
修复专项档案。成立 45家商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并邀请专家学者解读相关政策，努力使商会
人民调解成为及时化解各类民营经济领域矛盾
纠纷、营造良好的经营和创业环境的重要途径。

沉甸甸的获得感让民营企业家身上的负担
变轻了，企业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一年来，自治
区工商联围绕“两个健康”工作主线，聚焦民营企
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为民营企业办实事、解难
题，支持民营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据自治
区统计局信息显示，前10个月，我区民营经济发
展呈现良好势头，全区民营经济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8%，全区民营经济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4.0%，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8%。

用营商环境“加法” 换民营经济“乘法”

全区解决全区解决12561256个房地产遗留问题个房地产遗留问题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李永桃）“办证

难”“入住难”“回迁难”……这些房地产乱象曾
困扰着不少买房者。但今年，内蒙古多部门联
动，重拳出击，切实解决困扰老百姓多年的房地
产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从自治区住建厅获悉，截至 11月 15
日，全区累计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
1256个，涉及住房57.97万套、面积6689.98万
平方米，完成率分别为 40.5%、39.6%、41.2%。
其中“入住难”项目161个，涉及住房6.97万套、
1075.64万平方米；“回迁难”项目131个，涉及
住房1.79万套、面积297.08万平方米；“办证难”
项目964个，涉及住房49.22万套、面积5317.27
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解决
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举一反三，对该项工

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自治区住建厅积
极履行主管部门职责，成立工作推进组，加强与
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建立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解决“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等问题的具
体责任部门。强化政策措施，在出台《关于妥善
解决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等历史遗留
问题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指导各地制定了系
列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落实属地管理，推动
各盟市成立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
工作领导小组。全区上下同步同向发力，凝聚
起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强大合力。

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乱象，自治区党委、政
府提出分类解决“办证难、回迁难、入住难”的

“三分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按照“购
房人无过错即办理”的原则，推动各地立足实
际、因地制宜，分批次、分类别解决房地产历史

遗留问题。在遗留项目的土地使用、规划许可、
税费收缴、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登记等各类手
续办理方面，指导推动各地积极探索，通过“费
证分离”“以函代证”“先证后税”“并联审批”等
方式，加快办理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全区住建部门加强与信访、自然资源、金融
等部门的沟通，充分听取开发企业、购房业主的
意见建议。找准问题成因，查明问题现状，对症
下药，“一楼盘一办法，一问题一措施”。紧盯呼
和浩特市等存量大、任务重的地区，实行“一对
一”调度、“点对点”督促，项目化推进，清单式管
理，推动整改落实。呼和浩特市成立“遗留办”，
开展“四个百日”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11月15日，全市累计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
项目199个、19.55万套，完成率分别为41.7%、

46%。
在着力抓好整改的同时，我区按照“不留一

个项目，不落一套房屋”的原则，采取发动群众
反映、街道社区普查、部门联合确认的方法，逐
项对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再梳理再排查，
深挖细抠，做实底数，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改
不留后患。自治区住建厅制定印发《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
涉乱线索管理办法》，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摸排收
集问题线索，加强核查和处理工作。

自治区住建厅与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联合
下发了《关于加强房地产遗留问题处理整治房
地产市场乱象的通知》《专项整治住房租赁等中
介机构乱象实施方案》，集中整治行业乱象，加
大执法检查、行政处罚、约谈提醒、督促整改等
力度。今年以来，全区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及

中介机构3041家、房地产开发项目1805个，约
谈房地产企业、中介机构1495家，下发整改通
知书1433份，注销问题开发企业资质151个，对
137起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与相关部门联合
惩戒问题企业449家。

针对监督管理的薄弱点和易出问题的风险
点，我区研究制定相关制度规定。全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累计出台房地产监管措施34项。
改造升级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管理
平台，建立“黑名单”制度，在市场准入、资质资
格管理、招投标等方面依法给予限制。自治区
住建厅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房屋
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工作的通知》，强化房屋预
售、在建工程抵押、房屋网签备案、预销售资金
等方面的监管，实现房屋网签备案全覆盖，从源
头上堵塞漏洞。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杨帆）今年
1—10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从支柱产业看，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冶金建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
化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农畜产品加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20.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3%。从工业转型升级情况看，现代煤化工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非煤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6%。从制造业发展情况看，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速
2.5个百分点。从新动能表现看，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7.0%，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6.3%。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0%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
区统计局传出最新消息：今年1—10月份，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6000亿元，
达6161.4亿元，同比增长4.0%。

其中，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7%，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7%，乡村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零售额增
速2.0个百分点。从消费情况看，新业态高
质量发展势头良好。1—10月份，全区通过
网络完成的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66.6%，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2%。文
化类和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情况总体向
好。1—10月份，全区限额以上单位书报杂
志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3.1%，粮油、食
品、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

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6000亿元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李永桃）据
各盟市上报的煤炭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1月下旬，全区动力煤坑口价格略降，电煤
购进价格保持稳定。

11月25日，全区主产地动力煤平均坑
口 结 算 价 格 为 208.13 元/吨 ，环 比 略 降
0.55%。其中，东部地区褐煤平均坑口结算
价格为184.11元/吨，环比持平。鄂尔多斯
动力煤平均坑口结算价格为241.67元/吨，
环比下降2.03%。同比，全区动力煤平均坑
口结算价格下降1.76%。全区电煤平均购进
价格为206.7元/吨，折算为标准煤（7000大
卡）后平均值为410.37元/吨，环比均持平。

动力煤价格略降

本报 12 月 9 日讯 （记者 王连
英）记者从自治区金融办获悉，今年以
来，我区企业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

据了解，二季度以来，全区人民币
贷款利率水平持续下降。9月份，全区
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6.15%，同比下
降0.49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5.23%，同比下降0.44个百分点；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6.66%，基本与去年同期
持平；全区新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加权平均利率为4.68%，同比下降
1.15个百分点。

企业融资成本
呈下降趋势

本报 12 月 9 日讯 （记者 王连
英）记者从自治区金融办获悉，我区季
度信贷投放保持稳定增长。

据统计，我区一季度新增贷款412
亿元，同比少增54.4亿元；二季度新增贷
款272.4亿元，同比多增86.7亿元；三季
度新增贷款273.6亿元，同比多增299.8
亿元。从各银行信贷调度情况来看，预
计四季度新增贷款应不少于200亿元。

我区季度信贷投放
增长稳定

本报12月 9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国资委传出消息：前不久，由内蒙
古电力承建的首个新能源“源-网-荷-
储”协调优化示范项目通过验收，这对于
我区电力企业提高大电网故障应对能力、
有效支撑分布式能源发展和促进新兴产
业发展等方面，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源-网-荷-储”项目是一种包含
电源、电网、负荷、储能整体解决方案的
项目运营模式，可精确控制用电负荷和
储能资源，提高电网运行水平，解决清洁
能源消纳及其产生的电网波动性等问
题。此次验收的项目主要包括260千瓦
屋顶光伏项目、4千瓦永磁垂直轴风力
发电机组项目，项目全部并网运行后，新
能源年发电量可达39万千瓦时，可节省
电费近20万元。

内蒙古电力首个
新能源“源-网-荷-储”
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12月 9日讯 （记者 高慧）
入冬以来，鄂尔多斯电业局永兴集控站
公司坚持安全先行，通过开展变电站设
备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变电站安全防范
管理。

重点开展了变电设备的检查、巡
视，全面查找安全隐患和缺陷。针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有效措施，保障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根据天气变化，提前
做好各项工作的安全筹划，制定有针对
性的安全措施、技术措施及组织措施，
严格执行各类规章制度，确保安全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监督到位。通过网络
教学、班组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安全宣
传学习，全面提升员工个人安全技能和
安全意识。结合变电站设备特点及属
地气候特点，扎实有效做好冬季防冻融
冰准备、站内安防、备品备件工器具等
工作，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正常保电。

查隐患找缺陷
严把年底生产安全关

财经眼

入冬以来，自治区 2019年度山羊绒收储公证检验
工作全面展开。自 2008 年自治区推行山羊绒集中产
区收储公证检验工作以来，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
困难，稳定了羊绒价格，而且有效解决了农牧民卖绒难
的问题，让农牧民和羊绒企业都感受到了政府扶持的
甜头。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检验山羊绒

毕拉河喷泉广场毕拉河喷泉广场。。沈元发沈元发 摄摄

本报 12 月 9日讯 （记者 王连英）
近日，为有效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支
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人民银行
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组织召开金融部门贯彻
落实《条例》座谈会。

座谈会对全区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好《条
例》，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提出三大
要求：一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贯
彻落实好《条例》。二要正确认识当前金融
支持我区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以问题
为导向，全力做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三要深入挖掘培育有效信贷需求，发挥好银
行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关键作用，进
一步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力度。

金融机构加大
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