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确保居民“菜篮子”“果

盘子”“米袋子”供应充足，是头等大事。

从 5 月 6 日起，根据西宁市相关管

控要求和管理规定，西宁农商投资建设

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在人员无法正常到

岗的情况下，在岗员工主动承担起“一

人多岗”的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慎终如始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菜篮子”。

5 月 10 日，在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

散中心分装打包现场，大家动作快捷，

拣货、分装、消杀、打包流水作业，相互

配合……为满足西宁市封控小区居民

农副产品供应需求，西宁农商公司再次

为封控区居民整理“爱心蔬菜包”。“爱

心蔬菜包”包含陇椒、长茄、西红柿、黄

瓜、葱等 11 种应季蔬菜。当天集散中

心 完 成 分 装 2338 份 ，合 计 30.62 吨 的

“爱心蔬菜包”。

据 西 宁 农 商 投 资 建 设 开 发 管 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正旭介绍，为确保

管 控 期 间 西 宁 市 人 民 群 众 农 副 产 品

供 应“ 不 断 线 ”，公 司 克 服 时 间 紧 、人

员缺等困难，组织 50 名员工和市场商

户 志 愿 者 连 夜 开 展 消 杀 、蔬 菜 整 理 、

分 装 、装 车 工 作 ，及 时 向 西 宁 市 城 西

区杨家寨安置小区和世通国际小区 2
个 封 控 小 区 共 计 配 送 蔬 菜 包 3955 包

（29.3 吨），牛 奶 3955 箱 、鸡 蛋 3955 份

（7.91 吨）。“疫情期间，保障供应是我

们 的 首 要 任 务 。 集 散 中 心 的 蔬 菜 入

场量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两成左

右。”王正旭说。

为 做 好 西 宁 市 封 控 区 群 众 生 活

物资保障，西宁市商务局通过对接有

能力“点对点”配送蔬菜包、可提供蔬

菜直销车进小区销售的企业，建立了

从市场到小区的供应方式。5 月 8 日

至 10 日，出动蔬菜配送车 48 辆次，配

送 蔬 菜 等 生 活 物 资 1 万 余 份 百 余 吨 ，

鸡蛋 10 余吨、牛奶 5100 余箱，保障了

封控、管控区居民的基本生活。

“昨天上午订的菜，今天下午就送

来了，不仅效率高，菜品和水果也都很

新鲜……”疫情下，屏幕前的人在下单，

屏幕后的人也在行动。

分 拣 、打 包 、搬 运 、装 车 。 自 5 月

7 日 以 来“ 青 报 商 城 ”订 单 量 持 续 增

加，其中涉疫情风险区域更是上涨明

显。每每凌晨，位于西宁市火车西站

的 党 报 物 流 城 市 生 鲜 配 送 基 地 仍 是

灯 火 通 明 。 面 对 巨 大 的 分 拣 压 力 ，

“ 青 报 商 城 ”全 体 工 作 人 员 都 在 加 班

加 点 进 行 无 接 触 分 拣 蔬 菜 、打 包 装

车 ，50 辆 大 容 量 配 送 车 ，进 行 分 区 规

划 配 送 ，提 高 整 体 运 力 ，全 力 以 赴 保

障 生 活 物 资 供 应 配 送 。 据“ 青 报 商

城”工作人员张发祥告诉记者，自 5 月

7 日 起“ 青 报 商 城 ”每 日 配 送 6000 余

单生活物资，累计配送各类蔬菜 25 吨

以 上 。“ 我 们 每 个 进 出 基 地 的 人 员 必

须 每 日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做 好 防 护 ，每

日消杀，确保万无一失。”

5 月 8 日起，青报商城做出针对疫

情的备货保供应急方案，提升货源和库

存备货量。据青海报业发行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董维良介绍：电商平台将民

生商品的整体备货量提高到日常的 2-
3 倍。根据供需情况，“青报商城”推出

了三种蔬菜组合套餐和四种保障性套

餐，涵盖蔬菜、肉类、水产、水果、食用油

和调料等近 100 多款商品，为市民提供

更多选择。

“而在分拣和配送方面，我们也在

积极增派人手和延长营业时间。”5 月

11 日晚，记者连线“青报商城”负责人

董维良：“商城的线上订单增幅比较明

显，商城在做好线上保供的同时，也承

担 着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50 多 个 小 区 的 线

下保供工作，所以近日市区订单配送

时间都在延长，尽可能保证订单次日

配 送 。 所 有 一 线 员 工 全 员 上 岗 的 同

时，分拣人员、配送人员都有增加，并

调拨社会运力。”

“从 4 月中旬开始，‘青报商城’的

订单量持续增加，我们分拣线上 100 多

人每天休息的时间都不足四个小时。

但一想到我们加快分拣速度，客户就能

早一点收到蔬菜包，再累都值得。”在一

线进行配备、分装任务的“青报商城”工

作人员张发祥告诉记者。

和张发祥一样，奔跑在一线进行菜

品配送的刘晋梅，今年已经 55 岁了，从

5 月 8 日起，除了市民们的线上订单，她

还会承担疫区“蔬菜包”的运送工作，她

每天忙完所有订单的配送最早也要到

凌晨 2 点钟，然而天一亮她依旧会准时

准点出现在岗位上。同事们都惊讶她

似乎不用睡觉休息，但对刘晋梅而言，

现在就是发挥她作为“党报人”的重要

时刻，和她几十年如一日，从不迟到的

送报工作一样，累并快乐着。

“为了更好地帮助本地企业、合作

社在抗疫期间的产品销售，作为党报

电商，青报商城从 5 月 12 日起，开设助

农助企纾困专区。目前首批已经上架

饺子、茶叶、菜籽油、芦笋、牛奶、酸奶、

速食拉面等基本生活用品，之后还将

陆续上架更多的本地产品。”董维良告

诉记者。

担当奉献：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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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聚宝盆”著称于世的柴达木曾

经是开发的热土，如今正在厚培营商沃

土。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从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投资

项目前期审批流程、深化商事登记制度

改革、推进不动产登记再提速、加速推进

数字化政务服务建设、有效规范行政执

法行为、减少企业用能报装约束等 33 个

方面入手，明确细化具体举措，致力把海

西州打造成“青海一流、西部样板、全国

知名”的营商环境标杆地区。

作为在优化营商环境中肩负重要作

用的海西州市场监管部门不断推进准入

环境的宽松化、市场环境的规范化、发展

环境的健康化，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深挖

发展潜力，提升创业动力，市场主体焕发

出蓬勃生机。

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

“过去想开办公司需要提交的纸质

材料很多，手续繁琐，办理周期还长。”海

西天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宗帮喜形

于色，“现在全程电子化，在网上录入公

司名称、地址详情、经营范围、股东等信

息，只需要一个工作日就能领取执照，真

是既方便又快捷。”

在海西州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窗

口，首席代表昝卓玛在电脑前忙碌着。

据她介绍，海西州市场监管部门有效落

实“先照后证”“住所登记”“简易注销登

记”等改革，有效简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审批和药品许可审批。以“减证”推动

“简政”，积极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的有效运用，通过网络互联、数据共享等

方式实现“多证合一”信息共享。进一步

改进窗口服务方式，实现“一个窗口”对

外，企业设立登记一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措施“实”了，市场“活”了。近年来，

海西州市场监管局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为切入点，不断推进行政审批高效化、业

务流程简单化、办事效率快捷化、网上登

记电子化，努力让所有市场主体共享商

事制度改革的红利。“数据多跑路、群众

零跑腿”成为海西州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的生动实践。

市场有“准头”，营商有“盼头”

“我尝到了依法经营、规范经营的甜

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有家

经营青藏特产的商户，之前进购了一批

质量不合格的枸杞，受到市场监管部门

的处罚。如今，政府撑起法治“保护伞”，

市场秩序越来越规范，专项检查与抽查

力度不断加大，让他家在市场上销售的

海西州农特产品收获消费者口碑好评，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日子过得喜笑颜开。

近年来，海西州市场监管部门以规

范市场秩序为着力点，聚焦整治人民群

众在“衣、食、住、行”领域的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响较大、乱

象较多的枸杞、儿童用品、服装、成品油、

水泥、电线电缆、电商、保健食品、广告、

价格等行业和领域，严厉打击商标侵权、

假冒伪劣、发布虚假广告、乱收费、无照

经营等违法行为。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抓手，持续整治市场内垄断经营、欺行

霸市、强买强卖等破坏市场经营秩序问

题，严厉打击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

行为。

同时，依托全面化整治、严格化办

案、常态化抽检，深入开展农资市场、粮

油市场、酒类市场、广告市场、网络市场

等各类专项检查。围绕市场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消费领域存在的侵权问题等

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问题，切实加大案

件查办力度。同时，持续加大生产领域

和流通领域抽检力度，切实做到对市场

环境的常态化“体检”。以整治促监管，

以监管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全面为经

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质量“提”起来，品牌“亮”起来

格尔木“独一处东北菜馆”和德令哈

“东北独一处饺子馆”是来自黑龙江的兄

弟俩开的两家店面。十几年前，辗转多

地从事餐饮行业的兄弟俩先后来到青海

海西扎根，十几年后，德令哈“东北独一

处饺子馆”收益节节攀升，格尔木“独一

处东北菜馆”规模不断扩大，渐入佳境的

兄弟俩还双双荣获全省诚信个体工商

户。“我们店能有今天的发展，除了依靠

个人辛勤经营，主要凭借公平透明、稳定

可期的营商环境。”这对兄弟喜上眉梢，

不约而同地表示，“海西是我们创业的理

想之地。”

近年来，海西州以营造健康的发展

环境为出发点，不断强化质量推动、品牌

带动、标准驱动以及服务拉动。“质量强

州”厚积薄发，2021 年海西州农产品、制

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 95%以上，农

资产品质量合格率保持在 95%以上，食

品风险分级管理实现 3 个 100%。“品牌

兴州”长足发力，截至 2021 年年底，海西

州商标申请量 588 件，累计有效注册商

标 6142 件，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件，

中国驰名商标 4 件，“小品牌”有效发挥

引领“大作用”，增强了品牌在经济发展

中的推动力。

据海西州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当地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持续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2021 年海

西州完成 8 批次 726 家企业“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此外，积极开展股权出质登

记，2021 年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202 件，出

质股权数额 64.10 亿元，共担保债权数额

99.84 亿元，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解

决融资难题。

健康的发展环境，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海西州新

增市场主体 1602 户，目前累计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共 53280 户，其中登记各类企

业 13184 户 ，同 比 增 长 9% ，注 册 资 本

2043.98 亿元，同比增长 8.23%；个体工商

户 38902 户，同比增长 3.47%，资金数额

55.06 亿元，同比增长 8.60%。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精准纾困解难、强化政策扶

持，一批批市场主体如鱼得水，不断孵

化、壮大，成为推动海西州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引擎，“聚宝盆”柴达木喜迎八

方来客、发展之春！

海西州：
打造一个干净规范的市场环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打响一场抗击疫情的阻击战。在疫情防控

中，如何保障市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成为检验政府效能、企业效率的重要内容。连日来主城区重点商超、

农贸市场、社区便利店、零售药店等生活物资保障场所正常开放。商超、生鲜电商持续根据市场需求升级

服务，推出保供套餐、开启社区团购、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全力保障民生物资供应。

数据显示：自 5 月 7 日以来，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日蔬菜进场量均保持在 2000 吨以上，西宁市

主要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稳定。

其中，安全、便捷的线上下单，同城物流配送方式也受到许多市民的欢迎。

为了满足市民在特殊时期的生活需要，以青海日报社官方电子商务平台——“青报商城”为代表的电商

物流相关企业，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竭力保障人民群众所需生活物资，为筑牢疫情防控屏障作出积极贡献。

战战战“““疫疫疫”””保供保供保供：：：忙碌中的坚守忙碌中的坚守忙碌中的坚守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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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为西宁市封
控小区配送蔬菜包。 （西宁农商公司供图）

“青报商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菜品称重、分拣。
（青报商城供图）

“青报商城”生鲜配送基地分装好的生
鲜食品等待装车配送。 （青报商城供图）

此次疫情期间，西宁市相关部门提

前安排，各商超集中组织货源、补给民

生商品，保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衔接

大型物资储备配送保供企业，为各小区

“点对点”配送。在各个社区，居民凭

“出入卡”限时限人错峰外出采购。重

点管控区域开辟电商平台及商超线上

采购“绿色通道”，鼓励“非接触”买菜，

或由社区统一配送蔬菜到楼院、住户。

5 月 12 日，记者走进西宁市城东区

昆仑路一家平价蔬菜直销店，新鲜的白

菜、土豆、胡萝卜、洋葱、冬瓜等蔬菜储

备到位。“政府专门为我们这些经营户

开通了运输菜品的绿色通道，进菜量比

之前稍微多了些，菜的价格也没涨，市

民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菜篮子’。”在

忙生意的杨生福一边整理着菜架上的

蔬菜一边说，“我们也是持续动态补货，

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保障供给”。

5 月 8 日，家住西宁市城西区的贾

师傅被要求居家隔离。“来得太突然了，

我都没来得及去超市采购。”贾师傅在

小区微信群推介下转向“青报商城”电

商平台采买一波，当时他计划着，囤够

几天的量，避免浪费。后来，他又查漏

补缺，继续购买了米、方便面，蛋和奶这

种能长时间储存的食品。

“难得在西宁，我们还可以通过电

商线上采购物资，种类齐全又便捷，给

我们带来了最大便利。”5 月 10 日，家住

西宁市城北区万达广场附近的何婷花

了 200 多元钱，买到了包括土豆、黄瓜

等在内的 9 种新鲜蔬菜，还有鸡蛋、大

米、虾、可乐等。让她意外的是，5 月 11
日晚不到 8 点，她就收到了自己下单所

购的东西。

住在城西区的宋女士，作为一个有

两位老人和一个小孩的五口之家，她家

的采购行动从 5月 7日就开始了。她先

买米、面、肉、方便面、速冻饺子这类主

食，后来又买了各种调料和辣酱，从下

单到收货用了三天时间。

国内知名电商和物流平台京东，针

对我省西宁地区防疫形势变化，参照在

上海、北京等地成熟做法，在西宁市城

南新城社区开设 7 个“无接触社区保供

站”，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上下订单、线

下送上门”的全程无接触交易配送新模

式，单站每日保供蔬菜包与快递包裹

150 余个，畅通社区居民网络购物消费

物流渠道。

此外，“货优优”电商企业推出时令

果蔬套餐，开展当天下单、当天免费送

货到家服务，日均配送 1000 余单。拼

多多旗下“多多买菜”、“快团团”等小程

序，从周边省区组织货源，打造“蔬果

包”，网格化管理，提升配送效率，积极

服务抗疫保供工作。

除了在电商平台下单选菜，西宁市

区各大商场、超市抢抓疫情防控期间居

民线上消费增加的契机，纷纷通过第三

方交易平台、自建线上平台或建立微信

群等方式，进行配送服务。

“今日菜品已配备上架，大家可以微

信群内下单……”据记者了解，西宁市城

东区多个小区居民通过周边商铺的微信

群进行线上团购下订单，订单增幅比疫

情前上浮50%左右。“我们菜店是疫情期

间政府特许开设的，平日里我们就有社

区团购的活动，现在特殊时期我们也为

大家提供方便，市民在微信群里下单，我

们提供免费跑腿服务，及时满足大家生

活所需，大家互帮互助。”城东区健泉蔬

菜生鲜超市工作人员马伟说道。

据了解，西宁市 2400 工厂店、大润

发超市等推出线上商城 24 小时送达服

务，我省老牌企业青海天露乳业等传统

生产企业也纷纷推出“线上下单、送货

到家”服务。

为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满足居民

就近采买需求，西宁市商务局指导五区

二县公布了符合营业条件的各类生活

必需品经营网点 933 家，包括各类综合

超市 117 家、农贸市场 20 家、粮油肉菜

店 796家。

截至 5月 12日，西宁市保供车辆通

行有序、货源畅通，青藏高原农副集散

中心库存蔬菜 2306.5 吨、鸡蛋 108.9 吨、

肉类 40.4 吨，西宁仁杰等 3 家粮油批发

市 场 库 存 大 米 5815.8 吨 、面 粉 4300.6
吨、食用油 2132.9 吨。各重点超市、农

贸市场、粮油肉菜店等保供网点粮油、

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商品备货齐全、补

货及时、数量充足。

保障供应：多线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