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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经济

回眸 2023 年，飞逝的时光里，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锚定“六大战略”和做好

“产、城、人”三篇文章战略目标，讲政
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为推动昭
通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春华秋实，过去的一年，昭通市市场
监管局先后被市场监管总局表彰为民生
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突出贡献集体、
确定为“基层法治联系点”，被市委、市政
府表彰为昭通市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
主体倍增先进集体。昭通市消费者协会
获“2022—2023年度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
权先进集体”和“2023 年度全省巾帼文明
岗”荣誉称号。

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

这一年，理论学习氛围愈加浓厚。全
体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刻领
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深入经营主体、群众中开展
调查研究，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乡
村药品安全放心行动”列入市政府党组主
题教育民生项目清单，取得实效。

这一年，自身建设得到持续加强。扎
实推进政治型、学习型、实干型、创新型、廉
洁型机关建设，坚持每月调度党建工作；深
入推进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启动
行风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排查问题15个，已
完成整改 9个，长期整改 6个。同时，切实
履行定点帮扶责任，扎实做好联系点乡村
振兴工作，投入工作经费94万元。

“店小二”，服务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这一年，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持
续深化“证照分离”全覆盖改革，简化内部
审核流程，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金融
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网办和营业执照自
主打印，企业登记时限压缩至 0.2 个工作
日，全程网办率达 96.59%。严格执行实名
验证规定，组织开展经营主体登记数据

“回头看”，对 294户“一人多名多照”数据
进行核查清理。

这一年，助企纾困解难扎实推进。健
全完善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深入推进“四万三进两个紧密结
合”活动，组织9678户经营主体填报“三问
三看三查”调查问卷，填报率 99.01%，位列
全省前列。加大“融信服”平台推广力度，
注册用户达 1.3万户。昭通当好服务经营
主体“店小二”，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被
新华网报道。绥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政策措施，对正常经营的“个转企”
企业给予 1万—2万元的奖励。盐津经营
主体增速达 28.45%、大关“个转企”任务完
成率达335%，居全市首位。

这一年，信用监管持续深化。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全覆盖，制

定并完成抽查计划 828个，检查并公示结
果 3.43万个，归集涉企信息 64万条，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 8171户，信用修复 4220户，
惩戒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7户。“一业一
查”试点在水富探索实施，年报精细化管
理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市场监管
局肯定，宣传视频《温度》获全国市场监管
系统“2022 年度企业年报宣传优秀作品
奖”。企业年报率达97.81%，排名全省第二
位。威信、水富、鲁甸3县（市）企业年报率
均达99%以上，年报精细化管理成效明显。

这一年，经营主体培育再创新高。截
至2023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38.82万户，
净增 6.23 万户，同比增长 19.13%，经营主
体总量排名全省第 5位、每千人拥有经营
主体 76.23 户，同比增长 19.13%、完成“个
转企”4067户，超额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

昭通品牌，引领行业品质发展

这一年，“两个强市”建设深入推进。
牵头深入开展质量提升三年行动，食品生
产企业和餐饮服务单位风险分级监管率
达 100%、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
98.86%。云南省政府质量奖和中国质量
奖受理名单实现“零”的突破，2家企业首
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贯标和管理体系认
证。新增有机认证证书 135 个和认证面
积 52 万亩、总量达 252 个和 163 万亩。《小
叶种茶有害生物防控技术规程》等 3个昭
通市地方标准入围国家农安中心创新亮
点成果名录，昭阳苹果、彝良天麻成功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
地，新增标准 26项，总量达 165项，排名全
省第三位。永善、巧家县扎实推进地理标
志申报和有机产品认证，分别达 6个和 61

个，居全市首位。
这一年，品牌建设工作推进有力。牵

头推进昭通市“10 大品牌”评选，评选出
2023 年度昭通市“10 大绿色昭品、文化旅
游品牌、区域公用品牌、老字号和名特小
吃”50个。深入推进品牌培育和知识产权
转化运用，新增注册商标 3468 件、总量达
25302 件，同比增长 14.7%、专利授权 888
件、有效发明专利263件，同比增长30.8%，
增速排名全省第三位。建立知识产权公
共法律服务站 1个和维权援助站 39个，与
公安、检察院、法院建立知识产权民事纠
纷调处机制并签订备忘录，与四川攀枝
花、宜宾市签订跨区域保护协议。深入推
进“清风”“剑网”“蓝天”等打击侵权假冒
专项行动，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05件，办理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8件。

守牢安全底线，护航经济发展大民生

这一年，守牢了昭通食品安全底线。
深入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推动
9600 名干部全覆盖包保 4.46 万户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制定发布云南省首个食品
安全方面地方标准《较大食品安全事故
（Ⅲ级）应急处置工作规范》。深入开展散
装白酒、校园食品安全、集中用餐单位等
专项整治，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4.88万家次。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完成抽
检18396批次、合格率96.1%。持续抓好食
物中毒防控，深入推进野生菌中毒防控

“九个一”活动。2023年食品安全考核为A
级，“小切口”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推
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获省政府食
安委肯定。昭通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落地见效被“学习强国”总平台推广。

镇雄县加大散装白酒监管力度，移送公安
机关侦办 1起非法经营散装白酒案，逮捕
犯罪嫌疑人18人。

这一年，守牢了药品安全底线。以开
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为主线，聚焦能
力提升、风险排查、案件查办，持续开展

“药剑”联合行动、“乡村药品安全放心行
动”，检查“两品一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9586家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74份，立
案 查 处 违 法 案 件 627 件 、同 比 增 长
59.95%。加强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完成
抽检 292 批次，审核评价不良反应报表
9470份。鲁甸县推行局所、所所联动办案
机制，立案查办药械案件 92件，占全市的
14.67%，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获省药监
局肯定。镇雄县查获 1个货值金额 100万

元的制售假药“黑窝点”。威信县配合公
安部门捣毁涉及5个州（市）的“牙痛灵”制
假窝点，案值超百万元。

这一年，守牢了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
安全底线。深入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成
品油、燃气灶具及“一老一小”用品等27类
产品专项整治，抽检产品258批次，对重要
工 业 产 品 监 督 抽 查 不 合 格 处 置 率 达
100%。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
梯“六个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排查重大风险 15 项并落实管控措
施，完成重大隐患治理15项。

追风赶月不停息，用心用情维护权益

这一年，高效公平环境更加优化。
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及时公示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行政处罚适用裁量
基准和执法人员信息。加强法制审核，
审核行政处罚案件 90 件，提请法治领导
小组集体讨论案件 15 件；健全公平竞争
联席会议制度，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
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
措施 399件。

这一年，消费维权不断加强。圆满
完成市消费者协会换届工作，健全市级
消费维权体系；坚持做到投诉处理跟踪问
效、举报办理执法必严，创建“诚信经营 放
心消费”经营户 1881 户、消费维权服务站
2499个，办理消费者咨询3.18万件、投诉举
报1.1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18万
元。昭阳区大胆探索、主动创新，积极应对
职业索赔、恶意投诉举报取得新成效。

这一年，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始终坚
持把执法办案作为市场监管的看家本领抓
牢抓实，深入开展“守查保”“铁拳”“药剑”
等专项行动，2023年共办结案件3974件，移
交公安机关涉刑案件50件。彝良县查办的
一起食品案件获省市场监管局挂牌督办。

回首 2023 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市场监管“力度”彰显服务
民生“温度”，做中国式现代化的答卷人，
确保净增经营主体 1.5 万户、总量突破 40
万户，实现“个转企”1200户目标。

昭通：市场监管“力度”彰显服务民生“温度”
通讯员 彭 燕 文/图

稳经济·促发展

2023 年 11月 9日上午 9点，随着一块
鲜红幕布的揭开，“云南九通竹基新材料
制造有限公司”15 个大字映入眼帘，标志
着湖南九通竹基复合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正式落地昭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慧产
业孵化园。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昭通
生物质新型建材的空白，推动昭通竹材
产业创新发展迈出新步伐。该项目从
2023 年 6 月组建竹材产业招商工作专班
到洽谈、签约、挂牌落地仅用了 5 个月，
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发展竹产业
的信心和决心，体现了昭通招商引资工
作的速度。

2023年，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紧扣省委、省政府“3815”
战略，深入推进市委、市政府“六大战略”，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围绕高原
特色农业、绿色能源产业、绿色硅铝产业、
磷化工及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5 个
千亿元级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等一批“百
亿元”产业，始终坚持一把手招商、产业链

招商、小分队招商、精准招商，发挥主要领
导示范带动作用，各部门密切配合，11 县
（市、区）重点发力，扎实组织开展“走出
去”“请进来”精准招商活动，统筹抓好项
目策划包装、宣传推介、深度交流合作、跟
踪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市招商引资迈入新
轨道。

项目包装走在前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
春”。招商引资工作中，让企业落地，带动
一方经济发展是根本，项目包装是前提。
昭通市投资促进局坚持“项目为王”，统一
思想大抓项目，坚持“谋划为先”，聚焦重
点谋划项目，突出“落地为要”，强化保障
推进项目。提前行动、提早谋划，围绕政
策所指、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储备一
批重大项目。在市招商委的精心指导下，
各县（市、区）聚焦“资源优势”和“5+N”重
点产业，严把审核关，确保所有上报市级
的项目情况清楚，投资估算、收益等测算
精准，要素保障齐全，落地性强，包装过程
中聘请了专业的项目包装团队，对全市重
点项目进行多次修改完善，项目成熟度
高。经过反复打磨，2023年共包装招商引
资项目 250个，投资估算 3083.68亿元。其
中重点项目37个，总投资680亿元，为企业
提供优质项目。

跟踪服务贴身行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近年来，昭通市聚焦投资企业办事
需求，深挖服务潜能、完善服务机制、创新
服务载体，在重大项目服务效能上推行精
准服务。

“政府围着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
办。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难题
时，员工没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部跑得
勤、跑得多。这得益于水富优良的营商
环境和过硬的要素保障能力，我们有信
心在水富布局更大的产能。”这是云南中
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王成全
的肺腑之声。

深圳研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相继
在水富投资 45亿元分两期建设总产能 13
万吨的锂离子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项
目。为帮助企业顺利落地投产，水富倾心
打造其产业周边完整的生态圈，创新工作
制度，实施个性化定制服务、金融服务、培
训服务，助力实现其从“三万吨到十三万
吨”的产能布局。

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市直各部门、金
融机构积极到企业开展政策宣传，为企业
提供研发支持、财税服务、法律咨询、金
融支持等，破解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准
入难、融资难、回款难、维权难”现实问

题，进一步激发企业创造力。根据“一企
一策”要求，派驻企业的服务联络员实行
企业全生命周期疑难问题会商制度，及
时帮助企业解决在用工、用电、交通等生
产中的各类难题。围绕全省重点培育的
八大产业，将其纳入“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库，致力将其培育成为在细分行
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市场份额靠前、创
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质量效益优的民
营企业。2023 年，云南中晟通过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公示，成为昭通市的
第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云南中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只是
众多落地昭通的企业中的一个缩影，昭通
市通过延伸服务企业深度、延展服务企业
维度、拓宽服务企业广度，真正贴心、用心
服务企业，让企业安心、放心。

招商引资发力准

2023 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党政“一把手”先后赴
北京、广东、上海、深圳等地招商 11次，拜
访了首都旅游集团、上海均和集团、保利
集团、旗滨集团、上海友升铝业集团、宁波
合盛集团、天津亿联集团等29家企业。11
县（市、区）“一把手”外出招商176次，拜访
企业 358家，市内会见客商 484次，接待企
业 513家；27家市直部门“一把手”共外出

招商89次，拜访企业294家，市内会见客商
61 次，接待企业 81 家。为了更加精准招
商，全市成立了产业招商专班，进行“一对
一，点对点”招商。成立竹产业、绿色硅铝
产业、文旅产业等 10个专班，重点就竹产
业、硅铝产业等项目进行了精准招商，在
全市营造了大抓招商、大抓产业的浓厚氛
围。与此同时，用好东西部协作平台，加
强与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相关部门和企
业的对接联系，点对点开展招商引资。抓
住“民企入滇”契机，主动开展精准对接，
推动镇雄花开文旅项目、鲁甸电磁产业园
项目、绥江中云玄武岩产业园和现代物流
产业园等3个项目在民企助推云南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成功签约。2023 年累计签约
项目213个，协议投资1441.8169亿元。

2023年，全市共完成市外产业招商到
位资金 513.64 亿元，同比增长 11.34%；全
年净增外商投资市场主体23户，完成省级
下达目标任务 15 户的 153.3%；新引进 10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11个，完成省级下达目
标任务7个的157.1%。

下一步工作中，昭通将以深入推进
“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
文章为主攻方向，坚持以“5+N”产业布局
为着力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突出重
点，招大引强，力争引进投资规模 10亿元
以上的优质产业链项目 10 个以上，引进

“三类500强”企业2家以上。

抓好营商环境 打造产业发展“洼地”
——昭通2023年招商引资工作纪实

通讯员 罗 婧

图为市场监管人员在开展节日食品市场质量检查。

图为市场监管人员进行市场公平秤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