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的坚强领导下，市市场监管局以党建为统领，以深化“能力提升年”“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统筹“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牢牢守住市场
安全底线、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动质量变革、全力深化市场秩序治理、大力提升市场监管效能，着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努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该局荣获“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先进集体”“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先进单位”“全省疫情防控保供稳价先进集体”，连续两年荣获“全省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延安市放心消费创建和消费环境综合指数连续三年均获全省第一，食品安全工作连续三年获评全省考核A级等次，连续两年获评全省“药品安全放心工程”
先进集体，药品安全工作获评全省考核A级等次；市级政府质量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省A级等次，连续三年获评全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两次对我市市
场监管工作作出批示肯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蒿慧杰两次对该局工作作出批示肯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该局文明餐桌创新做法进行专题报道宣传，全省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一站式”服务现场会在延安召开，推广我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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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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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工作连续三年获评全省考核A
级等次

全力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刚对创建工作作出批示，召开全市创建工作推进大
会，在延安电视台创新开播“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县（区）长访谈录”节目，现已播出对宝塔区等8位县（区）长
的访谈；征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主题和宣传
标识，制作发放宣传画、台历、围裙、年历等宣传资料，不断
提升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全市确定6716名党政领
导干部包保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3.5万余家，全面实施党政

“三清单一承诺”制度和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压紧压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两个责任”。大力开展食
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发现风险隐患
4196个，全部完成整改。为了保障农村红白喜事、集体聚
餐食品安全，该局在全国首家开展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监管地方立法。食品生产“一票通”、食品流通“一票清”监
管制度推行率达 100%。为了保障学校餐饮食品安全，该
局收集整理制作了食堂禁用、慎用食材和禁止供应食品品
种目录，赠送全市所有学校在食堂张贴使用。我市食品安
全工作连续三年获评全省考核A级等次。

二、药品安全工作获评全省考核A级等次

该局持续深化“药品安全放心工程”，制定出台《延安
市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若干措施》《全市药品监管
工作机制指导意见》，紧扣“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年”主线，制
定下发《延安市2022年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及重点防控措施
清单》，紧盯新冠疫苗、核酸检测试剂、防疫药械等重点品
种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两品一械”违法违规行为，共
查办案件130件，罚没款68.2万余元。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五类药品”实名登记，累计完成249081条风险数据排查，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底线。该局连续两年获评全省“药品安
全放心工程”先进集体，获评全省药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第一名，我市药品安全工作获评全省考核A级等次。

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获评全省先进

该局深入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编制下发
《延安市特种设备季节性安全风险提醒函》，向全市1000余
家重点安全生产企业发放《延安市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
告知书》，不断提升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聚焦“使用登
记、检验检测”清理整顿和公共燃气领域管理整治的“重点
环节”，创新推行“责任告知、督办约谈、法人承诺、跟踪销
号”四步法，对全市2300余台压力容器完成清理整顿，对全
市 1100余公里管道完成登记造册，对 820余公里燃气管

线、2678公里长输管线完成检验检测，累计报废液化气钢
瓶2.8万余只，对120余家重点单位开展风险隐患大起底、
大排查、大整治，整改问题40余处，有力保障了企业生产和
群众生活消费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五项制度”、气瓶
专项整治等多项工作被省局发文通报表扬并在全省推广，
在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作特种设备监管经验交流，荣
获“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先进单位”，我市连续11年实现
特种设备安全“零事故”。

四、质量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省A级等次

该局大力实施质量强市战略，采取“抽检、反馈、约谈、
处罚、公示”五步工作法，紧盯建材板材、油漆涂料、儿童用
品、电线电缆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质量安
全，大力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今年查办
质量违法案件116件，罚没款90.13万余元。制定发布《洛
川苹果标准综合体》10项地方标准、子长绿豆凉粉等 9项
地方特色小吃制作工艺规程，累计制修订地方标准76项，
国家南泥湾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被国家标准委确定为第十一批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深入推进民生计量服务，检定燃气表、加油（气）机等
计量器具128970台/件，减免费用769.85万元，水分测定仪
等7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获省市场监管局审批。大力推进
南泥湾有机产品示范区创建，南泥湾已获得首张有机转换
证书。《陕北含酸油中腐蚀组分的检测及对炼厂典型钢材
的腐蚀研究科研项目》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立项，3个科研
项目获得省市场监管局、省科技厅立项，争取科研经费
1000余万元。全力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建设，
全省现场推进会在延安召开，推广我市经验。我市质量工
作考核连续两年获评全省A级等次。

五、我市消费环境指数连续三年全省第一

该局紧盯“五个放心”，全力打造“圣地放心消费”品
牌，深入挖掘县域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开展示范单位培育
行动，全面推广“十户联创”工作机制，以一拖九有效推动
集中连片创建，累计培育放心消费示范单位2798家（省级
示范单位 49家），打造放心消费示范街区 28条，建立消费
维权站2552个，覆盖90%以上的购物场所。共受理各类投
诉举报及咨询 10778件，期限内办结率 100%，为群众挽回
损失970万余元。深入开展各类行业乱象整治，75个农贸
市场达到平安市场创建要求。我市放心消费创建和消费
环境综合指数连续三年均获全省第一。

六、知识产权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不断突显

该局深入实施《延安市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
措施》，组建知识产权人才库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联盟，积

极推动知识产权融入到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2022年，全
市获得专利授权 1182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83件，同比
增长15.98%，促成专利转移转化222件，累计交易额达4.8
亿元，撮合校企专利技术转移转化14件。有效商标注册总
量2.3万件，认定中国驰名商标8件（居全省第三），“延安小
米”“洛川苹果”“黄陵翡翠梨”“景泽”4件商标入选“陕西好
商标”；全市拥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2件（居全省第一），认
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9件（居全省第四），核准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企业98家（居全省第一），“延安苹果”“洛川苹
果”“延安小米”等为代表的32件地理标志产品，成为宣传
推介延安、推动农民致富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洛
川苹果”位居全国水果类品牌价值榜第一；黄龙蜂蜜、黄龙
核桃、黄陵翡翠梨、甘泉豆腐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黄龙县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创建项目，延安市南泥湾开发
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建设项目被确定为2022年省级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七、行政执法获中省表彰

该局健全完善陕北能源区执法协作体制机制，创新推
行“一表、一账、两函、一通报”稽查执法工作模式，深入开
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围绕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质量、计量、价格、收费等领域，重拳出击整治，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2022年共查办案件 1050件，罚没款 664
万余元，集中销毁假劣商品约35.5吨，货值约105万元，公
开曝光典型案例21件。我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荣获全省
先进，该局荣获“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先进集体”“全省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成绩突
出集体”“全省疫情防控保供稳价先进集体”，在全省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中获评第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
获评全市优秀等次。

八、文明餐桌创建经验在全国推广

该局深入开展文明餐桌“五进”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
自觉树立节俭、理性、科学、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让“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创新推行餐饮服务“三池五柜八有一整洁”设置标准、“三
有两戴两提示一奖励”服务标准，要求所有举办或承办红
白家宴、集体聚餐的餐饮服务单位免费提供打包盒、打包
袋作为必上的“最后一道菜”，引导餐饮单位主动推行小
份菜、半份菜和“N-1”点餐模式，倡导使用“公筷公勺”

“分菜夹”，文明餐桌参与率达 99%，实行公筷公勺分餐制
占比90%。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餐桌文明成为展现和
引领延安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该局文明餐桌创建创新做
法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专题报道宣传，在全国推广
延安经验。

九、智慧监管建设取得显著突破

该局狠抓智慧监管建设，大力提升监管效能，建成市
级市场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全力推进全市大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互联网+明厨亮灶”监管，覆盖率达 100%。大力推
广“一粘得”食品追溯小程序，创新食品安全责任追溯体
系。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你我同查”视频直播活动，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和充分肯定，点赞量、转发量、粉丝量
和浏览量跃居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政务抖音排名第二。全
力推进药品“互联网+监管”，分别建立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企业电子档案 1089份、898份、3373份，实现电子建
档率 100%，完成对 1050家药品经营企业的信用等级评
定，利用系统检查 1229家次，做到药械化企业应用系统
检查全覆盖。在全省率先探索计量领域“智慧监管”模
式，对 4家检验机构开展“线上”远程评审，实行线上监
管，在全省检验检测机构监管工作大会作了交流发言。
深入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完成风险分类评定企业
57116家，全市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检查 1542批
次，抽查检查市场主体 11101户，最大程度减少多头执法
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十、“三个三”党建铸就“市场监管铁军”

该局始终坚持党建统领，持续推行“三强、三创、三抓”
三个三党建工作法（强基础筑堡垒，强素质促提升，强管理
严要求；创岗位奉献先锋，创群众满意窗口，创优质服务品
牌；抓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抓营商环境、全
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抓放心消费、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全力打造“市场卫士、服务先锋”党建品牌，通过
开展红色故事讲述、重走长征路、拓展训练、专题党课等系
列党建活动，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
实现了干部队伍从“物理整合”转向“化学融合”。持续深
化“作风建设年”“能力提升年”活动，一体推进作风建设、
清廉市监建设和行风建设，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到市
场监管全过程、各领域的各项具体业务和民生实事中，严
肃整治“四风”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积极践行“认真就
是水平，落实就是能力”的工作理念，大力弘扬“细致、精
致、极致”的工作作风，干部队伍作风持续向好，群众满意
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定期举办“市场监管大讲堂”，各科
长、业务骨干发挥业务专长，轮流上台授课，组织开展“市
场监管业务月月考”、业务培训下基层、技能比武大赛等活
动，不断提升干部队伍业务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让组织放
心、群众满意”市场监管铁的队伍。5个支部获评“五星级
党支部”，“小个专”党建创新做法在全国“小个专”党建工
作网上推广宣传，在全省“小个专”党建工作推进会上作了
经验交流。

笃行不怠守初心 踔厉奋发担使命
——2022年度延安市场监管工作十大亮点

郑景康（1904－1978），原

名郑润鑫。广东香山（今中

山）三乡人，摄影家。摄影作

品有《毛泽东》《挥手之间》《无

家可归》《齐白石》《红绸舞》

等，著有《摄影创作初步》《摄

影讲座》等摄影艺术专著。

郑景康

到延安前

1904年4月郑景康出生于广州，是我
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步思想家
郑观应的第四子。从少年起就受到父亲
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

1920年，郑景康中学毕业后到上海，
进入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就读。1923年
他离开商专，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绘画，同时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郑景康到上海柯达公司服

务处工作。同年夏天，他变卖了父亲留下
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设“景康
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1932年春
天，郑景康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他的摄影
也由摄影室的人像摄影扩大到各种题
材。此后的四年他先后游历了广东、上
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了大量山
水古迹、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花卉和
戏剧摄影，也有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
作品。

1934年 11月 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
在北平开幕，展出作品一百多幅，分为风
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受到广泛好
评。1934年 12月 18日，他在《北平晨报》
发表《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
一文，表达了文艺要为时代和社会宣传的
观点。1935年春，由他发起举办北平联
合影展，北平摄影家共十八人举行作品联
展，展出照片二百三十八幅，他本人参展
一百余幅，其中《残废者之挣扎》《臂助》
《乐天》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黑暗中挣
扎的劳动者的疾苦和艰辛，表达了他摄影
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被誉为“名闻
南国的大摄影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已经回到香
港从事摄影的郑景康深感“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他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
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
他离开香港，经广州到武汉参加抗日救
亡工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1938年摄于花
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日机轰炸后
汉阳鹦鹉洲的《妈妈》，都是极具时代感
的力作。他还曾赴台儿庄战役前线作摄
影报道。

延安时期

1940年 12月的一天，郑景康在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来到
曾家岩的“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
英。随后，又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秘
密离开重庆，奔赴延安。

从 1941年 1月至 1945年 11月，他在
延安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
他克服了摄影器材缺乏、生活条件艰苦等
困难，积极开展工作，为创建党的新闻摄
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 12月 6日，延安文化俱乐部
成立摄影小组，郑景康受聘担任指导。
1942年起，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培养了
大批党的摄影工作者。郑景康曾为摄影
培训班编写教材。在延安，郑景康也举办
了个人摄影展，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萧向
荣为之题名曰《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
安军民和文艺界的欢迎。任弼时、贺龙是
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同志也亲临观
赏并称赞郑景康的摄影艺术“能抓住动
态”。李富春看过后还写信给郑景康予以
鼓励。

1942年 5月 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
开，郑景康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时，毛
泽东进场，周扬向毛泽东介绍与会人员，
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没等周扬介绍，
郑景康就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
照相的，叫郑景康。”周扬补充介绍道：“这
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
蒋介石照过相。”毛泽东很礼貌地与他握
手致意。

1944年郑景康为毛泽东拍摄了第一
张标准像，1945年 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

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郑景康拍摄
了题名为《挥手之间》的照片。他还为周
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
等中央领导人拍摄了大量历史照片，都成
为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影像资料。他拍摄
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
作品，也成了延安革命历史画卷中的重要
片段。1945年郑景康加入中国共产党。

离开延安后

1945年 11月，郑景康跟随胡耀邦离
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晋察冀画报》
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
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
育了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了许多具有
重要价值的照片，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画面。

全国解放后，郑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总
署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通讯社摄影部
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
事、创作辅导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
一、二届常务理事等职，继续从事新闻摄
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
年 3月间，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
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个人影展。1962年3月间，郑景康
与梁思成在北京民族宫举办了内蒙古纪
游摄影展览，展出了二人的作品八十八
幅，展示了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秀
丽风光。他拍摄的《齐白石》《华罗庚》《吴
运铎》《草原上的老人》《观众》《女孩》等，都
成为摄影艺术的经典作品。1964年为毛
泽东拍摄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标准像。

1978年8月23日，郑景康于北京病逝。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

鼓乐齐鸣，人头攒动。元宵节前夕，天南地北的
曲艺表演家赶到山东惠民县胡集镇，他们或打起快
板、鸣锣开嗓，或负鼓携琴、说唱献艺。百米长的街
道上，不时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

2日，国家级非遗项目胡集书会如期开幕。记
者步行在胡集镇中心街看到，艺人们在各自搭好的
舞台上倾情演出。有的村民带着马扎坐在最前面观
看，有的兴奋地拍摄着视频和照片，一些腿脚不便的
老人坐着轮椅来凑热闹。“过了初一我们就在盼，胡
集书会终于重新开张了！”当地居民胡同利笑着告诉
记者。

胡集书会是兴起、扎根于当地的曲艺集市盛
会。据惠民县相关部门介绍，胡集书会始于宋元、兴
于明清，沿袭至今已有 800余年历史。每年正月十
二当天，小镇会迎来各地的艺人，他们就地摆好擂
台，互相竞技。

“我们当地这一天除了赶集，更重要的是要去看
书会。”胡同利说，吃着煎饼，穿着新衣服去看胡集书
会，是很多村民的回忆。

“第一书记扎基层，田间地头做规划，招来项目
抓经营，村村成立合作社。种粮大户就像那雨后春
笋，层出不穷……”来自山东德州的曲艺演员刘永涛
表演了快板《深夜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观看。山
东快书、评书、相声轮番上阵，河洛大鼓、渤海大鼓、
京韵大鼓等地方曲种也纷纷亮相。

胡集书会今年以“赶黄河大集 品曲艺古韵”为
主题，首次实现线上网络展播和线下结合。

惠民县委书记王玮告诉记者，惠民县充分挖掘
胡集书会与黄河流域文化，建成了曲艺文化公园并
投入使用。“胡集书会上也开展泥塑、面人、木版年
画、剪纸等非遗文化展销会，实现文旅结合的发展模
式。”王玮说。

胡集镇党委书记解鸿章说：“胡集镇实行了‘政
府买单、送书下乡’服务，请艺人们进村演出，受到大
家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民间曲艺的
魅力。”

据了解，本届书会共精选出 150余个优秀曲艺
作品；参演艺人共计 300余人，其中最大的艺人 80
岁，最小的“艺人”年仅7岁；线上优秀曲艺作品网络
展播活动将持续到2月5日。

800余年胡集书会焕发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杨文 邵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