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聚焦制度集成创新，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支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允许示范区内的

企业在同一登记管辖区域内实行“一照多址”，

制定示范区统一的禁限用名称字号使用规则，
共享共建禁限用名称字号数据库，建立覆盖企

业准入、业务开展、清算退出全生命周期的便利

化服务监管制度。

支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委托两区一县市
场监管局行使药品批发许可、化妆品生产许可、

特种设备许可等审批权，在示范区全面推进实

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支持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 AI 视频行
为算法分析、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推动

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监管向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

本版编辑 / 王文佳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1 年 8月 10日 /星期二 编辑邮箱：xmcsj@xmwb.com.cn

12

示范区迎来 17条一体化发展“硬”举措

企业可享“一照多址”便利

嘉善范东村

吴根越角

示
范
区

    苏州市环太湖党建文化示范路（吴江

段）近日通过验收。历经 2年的规划建设，
一条党建与“生态、文化、产业”等资源深

度融合的党建景观旅游大道，呈现在市民

眼前。长三角人又添打卡好去处！
环太湖党建文化示范路（吴江段）全

线 38公里，北起苏州湾大桥南堍，途经江
苏 230省道、太湖大堤南段、莘七线，止于

湖州太湖大道，串联东太湖湿地公园、苏
州湾大剧院、苏州湾体育公园、苏州湾梦

幻水世界、太湖绿洲、太湖大学堂、七都湿

地公园等众多文化旅游节点。
在环太湖党建文化示范路（吴江段）

沿途共设置了 6个重要节点，每个节点都
有不同的主题，分别是印象水乡、海棠花

韵、体育强国、良田丝韵、乡土江村、一体
化发展等。“印象水乡”节点（见下图），党

建元素与江南水乡建筑元素完美结合，层

层叠起的江南建筑、小桥流水呈圆环状，
诉说着江南水乡的故事；“海棠花韵”节

点，深红色的主题色调非常显眼，党建元
素与人文元素相融合，以绽放的姿态迎接

吴江的时代之光……通过精细化建设，形
成了集文化旅游、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党

性教育等于一体的“红色矩阵”，进一步提
升吴江的城市形象。

接下来，吴江还将打造 54.6公里的
“美丽农村路”，以农村公路的发展推动公

路建设的观赏性和功能性，更好地提升市
民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杨欢

    运用黑膜闭草技术、每亩田 3000

斤羊粪替代化肥、育秧物联网设备+无
人机……这些天，响应融合增粮的 150

亩春夏水稻，在嘉善县干窑镇范东村仲
夏的微风中显出饱满的暗黄色。

这些稻穗里的大米，米粒均匀、米
质新鲜、粒型晶透，煮出来的米饭喷香

松软，是嘉善县有名的“范东”牌大米。

这个取自村名的稻米品牌，如今畅销多
地，成为范东村一张闪亮名片。

“首先，我们种植的品种是号称全
国第二、江苏第一的南梗系列稻米，经

得起考验。其次，我们倡导全程机械化、
规范化生产。最重要是，我们发展有定

力，不以次充好，甚至‘以好充次’把价
格降到两三块钱，是其他相同质量大米

的几分之一。”范东村党总支书记梅其

华介绍，范东大米“保质量、压价格”的
价值理念，不仅受到当地的认可，很多

沪上消费者也青睐有加，“每年销售给
上海客户的大米在 1万斤左右”。

梅其华还有一个身份是嘉善范东

粮油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这个村
民自己组织的合作社，正是范东村优质

大米保质增产提收的关键所在。
2008年成立的范东粮油果蔬专业

合作社，采取“全员入股 8+1”股本模

式———村集体占 20%，8 位村民作为

751户成员代表占 80%，是不折不扣的
“集体所有、集体同享”。目前，村里的

3000 多亩稻田一大半由合作社承包，
在技术、资金、加工、销售等方面积极发

挥着组织和协调优势，不仅大力引进高
性能农业机械设备，还提供测土配方施

肥、水肥管理、粮食烘干、大米加工销售

等服务，在减少劳动成本的同时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

2016年，合作社以范东村的名字
注册了大米品牌，统一技术指导、产品

质量和销售渠道，彻底吹响增产增收冲
锋号。“2016年，范东大米年销量只有 1

万斤左右，今年可以达到 80万斤，五年

翻了八十倍，仅此一项，每年增收的利
润就超过 40万元。”此外，合作社的用

工还以村民优先，同时返聘村里的 5位
资深农户负责指导统筹，做到自主自产

自营；收入分配上采取“租金+分红”的

模式，村民每人和每户年底还可以分到

20斤大米，“大家吃饭都不用愁了”。
除了范东大米，合作社还在向稻米

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发力。去年初，合作

社与嘉善当地的企业合作，推出了米酒
品牌“醉范东”，包括 6度的清甜低度酒

和 12度的醇正中度酒。“米酒口感清冽

带着米香，微甜中不乏劲道。”梅其华颇

为自豪地介绍。今年 6月，合作社又与
湖州企业合作，开始菜籽油的生产。“预

计未来每一年都要推出新产品。”
大米、米酒、菜籽油……对于这些

农产品，村民自己既是最大的客户群，
又是最敬业的“销售经理”。“米酒和菜

籽油是村里合作社自己搞出来的，大家

都有认同感、满足感，自己平时就会买，
逢年过节也愿意分享介绍给亲戚朋

友。”相比于邻村工商企业的资本入驻，
范东村合作社自产自营自销的模式，将

经营和收获的主动权交到了村民手上，
既为村民提供了劳动机会，又把财富和

收获留在村里，让村民们感受到满满的
集体荣誉感与幸福感。

农忙之外，村里还会举办农事运
动会。插秧、搓草绳、编草鞋、提水接

力……田间地头，充满农趣土味的项目
逗人发笑又叫人欢呼。捉泥鳅的赛场

中，选手两脚陷在泥塘里，弯腰、凝神、

摸索、等待，抓起一条上下腾挪的泥鳅，
便会引得满垄喝彩。

农事也是幸福的事。集体合作、全
民丰收，现代化农村的风气在范东村的

土地上吹出了阵阵浓郁的稻香。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实习生 陈亦智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
入推进，上海、江苏、浙江市
场监管部门正在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
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

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浙
江省市场监管局、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联合发布《关于
支持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若干
意见》，进一步发挥示范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凸显一体
化集成创新的平台载体优
势，推动长三角市场监管一
体化走向深入。
《若干意见》提出 17 条

举措，从加快制度集成创
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夯
实质量基础设施、提升企业
服务能级四个方面支持示
范区建设。

■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凝聚监管执法合力
推动统一信用制度建设，统一涉企信用信

息数据归集标准，逐步建立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人员相关信息目录，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推进示范区校园

食品安全监管、智慧厨房建设、网络订餐监管和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探索对小餐饮店、小食杂店

轻微违法行为实行简易处罚程序。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对妨碍公平竞争、政府关注、紧贴民生

的违法行为，开展示范区联合执法行动。

指导“满意消费长三角”示范领跑建设，按
照全领域、全业态、全方位原则全面推进放心消

费建设，深化无理由退货和异地异店退换货行
动，着力探索消费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 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强化产业技术支撑
支持两区一县质量强区（县）建设，支持更

多高能级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入驻，在培育推荐

“上海品牌”“江苏精品”“品字标浙江制造”上

给予政策指导。支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在

示范区筹建国家级或省（市）级产业计量测试中
心。支持建立示范区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在生

态环境、公共服务、公共数据等领域制定一批示

范区内统一实施的地方标准。打造长三角绿色

认证先行区，在绿色建材、快递包装、新能源汽
车、纺织品、健康家居、电线电缆、纸制品等领域

先行联合开展绿色产品认证。

■ 提升企业服务能级，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拓展医药创新和审评柔性服务站功能，对

示范区具有重大创新、临床急需、显著临床应用

价值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以及相关事项，通过
柔性服务机制优先办理。提升药品医疗器械技

术支撑能力，支持示范区建设具有特色的药品、

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

自 2019年 1月 3日《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
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市场监管部

门在统一企业登记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提
升质量标准品牌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下

一步，一市两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会同示范

区执委会，聚焦“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聚焦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落实
《若干意见》为重点，坚持目标引领、高效协同、

重点突破、善作善成，将示范区打造成长三角市
场监管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和引领区。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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