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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30年改革开放历史，打击“投机倒把”

一度是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人们在

新闻报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用语。然而，这一切

已经成为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到目前主要

承担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职责，工商部门的公

平交易执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改革立伟业 发展谱新篇
———汝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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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证合一”营业执照首发仪式

市领导颁发我市第一张“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2017年，工商人员向消费者讲解怎样识别假冒伪劣产品

工商执法人员向小学生讲解识假辨假知识

中秋月饼市场检查

年 · 新闻发布会现场

1988年 12月 1日，原临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改为汝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为市工商局）。

1998年 12月，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开

始。

2005年 7月，平顶山市工商系统计算机网络互联工程

正式开通。

2015年 9月 28日，我市首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

业执照颁发。

2016年 10月 1日，我市全面施行“五证合一”登记模

式。

2017 年 8 月，我市推行企业“三十五证合一”登记制

度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多证合一”成果；11 月，上线运

行了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实现了营业执照办理由“面

对面”线下办理向“键对键”线上办理的成功转变，颁发

我市第一张电子营业执照，成为商事制度改革的一大亮

点。

“过去办理相关手续要准备多份资料，要好几个人去

负责多个窗口办理手续，费时又费力。现在多证合一的改

革，对我们企业来讲，真的是由衷地支持，不但极大地提高

了办证效率，更是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各

项成本。”汝州市景阳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飞高兴地

说。

截至 2018年 6月，全市登记注册的各类市场主体共

有 49443家，其中内资企业 993家、外资企业 48 家、私营

企业 9707家、个体工商户 3708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609

家，注册资本（金）总额 1085亿元。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汝州市场繁荣

1988年建市之初，正值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

家的方针政策侧重在“将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职

能，逐步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

1988年，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8800余家、从业人员约

1.68万人；1998年，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20100余家、从业人

员约 3.1万人，注册资本（金）19.8亿元；2008年，全市各类

市场主体 12500余家、从业人员约 2.1万人，注册资本（金）

41亿元，从业人数约 5 万人；2018 年 6月底，全市各类市

场主体 49443家，从业人员大约 20万人。

我市市场主体总量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调整，改

革开放、搞活经济，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一

致。

统计数据显示，1988至 1998这十年间，市场主体的数

量、规模增加大约在一倍左右，总体比较可以看出，规模相

对比较大的企业总量还不是很多。1998至 2008年这十年

间，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到位、公司化企业的增多，市场主体

的数量有所下降、从业人数增加的幅度不大，但规模较大

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2017年新增市场主体 10183户，新增注册资本金 166

亿元，仅企业注册资本金就增长了 155亿元，私营企业在

市场主体中的绝对主力作用日趋明显。目前，全市市场主

体 49443家，注册资本（金）总额 1085亿元。

近五年来，市工商局依托商事制度改革，严格贯彻落

实各项改革措施，充分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推进“放管服”

改革，为全市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

供丰硕成果。全方位的服务支撑，促使市场主体呈“井喷

式”增长的良好态势。2017年 8月，市工商局推广实施了企

业“三十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多证合

一”成果；11月，上线运行了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实现了

营业执照办理由“面对面”线下办理向“键对键”线上办理

的成功转变，成为商事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同时，市工商

局不断提高注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放宽住所登记条件限

制，积极推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深化探索企业简

易注销，为企业退出大开方便之门。另外，为帮助盘活企业

资金链条，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充分发挥股权质押、动产

抵押以及“政银合作”等项目作用，帮助企业开辟融资渠

道。今年市工商局共受理股权出质业务 235起，其中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 142起；先后为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

22家商户和河南仁华生物科技公司、汝丰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宏翔生物科技公司等 102 家企业办理了动产抵押登

记，累计帮助企业融资达 40.6亿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在国家经济

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更加明显。市场主体的提质增量，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许多人到城镇务工、经商，他们依

靠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诚信经营和勤奋工作，养家糊口、

勤劳致富。各类市场主体每年吸纳城乡大量剩余劳动力，

使市民有事做、有活干，鼓起了钱袋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实施商标战略，助推企业做大做强

建市 30 年来，我市的注册商标从无到有，数量和质

量都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 2005年以来，结合我市企业

实际和商标发展状况，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商标战

略的意见》等一系列举措，制定了中长期商标品牌战略

工作规划和工作目标，着力完善“企业主体、政府推动、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商标品牌的大

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的有效注册商标保有量达 2882

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2 件，分别为“天瑞”“梦想”；省级

著名商标 20 余件，分别为“天瑞”“梦想”“巨龙”“朱氏

汝”“玉松汝瓷”“伟裕”“裕达”等。我市拟定的商标发展

战略目标是：到 2020 年，使全市商标注册总量达 3000

件，中国驰名商标达 5 件以上，中国地理标志达 5 件，河

南省著名商标达 25件。

市工商局在认真落实全市商标战略工作目标和任务，

构建政策支撑体系的同时，还专门建立了奖励、激励机制。

市政府决定：从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对注册商标和获准认

定驰（著）名商标进行补贴和奖励。每申请注册一个商标，

市政府补助 500元；新认定一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

体商标”，奖励 5万元；新认定一件“河南省著名商标”，奖

励 10万元，新认定一件“中国驰名商标”，奖励 20万元。这

是我市为增强企业品牌意识，以商标战略促企业做大做强

出台的帮扶新举措。

过去，由于商标品牌意识不强，我市企业在这方面吃

了不少苦头。如：“春信”家具被一家外地企业抢注商标后，

只能改用“德信”牌，多年辛勤培育的品牌一夜间成了别人

的资产。近年来，工商部门采取宣传培训、支持引导、跟踪

服务和重点培育等措施，普及商标品牌建设常识，提高了

企业的商标品牌意识和商标创建工作的主动性。

市工商局多举措激发企业争创品牌的积极性，引领品

牌商标集群发展，促进相关产业优化、产品优化，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在河南

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结合企业产业结构，引导企

业应加大对具有潜力的“苏氨酸”“色氨酸”等商品商标进

行重点培育，全面挖掘品牌的发展潜力，更好地利用商标

这一无形资产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工商部门积极走访企

业，主动、热情、优质的服务，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同

时，持续开展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企业走访活动，先后走访

了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汝州市煜达瓷砖厂等多家驰名

商标、著名商标企业，就如何利用自身商标优势宣传企业、

保护商标专用权给企业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强化市场监管，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近年来，市工商局坚持把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摆在市场监管的重要位置，切实加

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监管执法，有效维护了我市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是采取强力措施，坚持打防结合，始终

保持打击传销的高压势态。相继开展了以华莱健安化黑茶

为载体进行传销的违法行为全面检查行动、打掉了“赛比

安”传销公司。市公安局经侦队已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立

案侦查，两名主要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针对近两年中老

年人成为传销新高发人群的特点，市工商局还把电视台作

为打击传销宣传的主阵地，联合市公安局在电视台发布消

费警示，提高群众识别防范传销的能力。二是加强流通商

品质量抽检。2017年以来，通过开展“红盾质量维权”行

动，累计抽检成品油、电线电缆和农资化肥 224 个批次，

立案查处不合格油品 38 起，查办农资案件 8 起，打击了

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杜绝了坑害群众利益事件

的发生。三是精准发力，切实做好广告市场动态监管。

2017年，我市广播电视媒体违法广告播出率连续 12个月

为“0”，连续 12次受到省工商局发文通报表扬；四是发挥

“红盾网剑”利刃，提前发布消费警示，普及网购安全知

识，引导网络消费者理性消费，合法维权，维护互联网交

易领域经济秩序。

2017年，市工商局共立案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 194

起，结案 190起，其中万元以上案件 38起，案值 275万余

元。涉及无照经营 66起、商标侵权案件 13起、反不正当竞

争案 6起、广告违法案件 27起、不合格产品案件 63起、合

同侵权案 3起。

同时，市工商局积极做好“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广

场宣传活动，把消费维权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围绕百

姓消费升级趋势和消费热点，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高效处置群体性消费投诉。2017年，市工商局妥善调解

处理“金色童年”摄影店和“桃花湾”水上乐园两起群体性

消费纠纷事件，为两起事件涉及的近 700名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 16万余元。

2017年 10月 13日，由市消费者协会和市法院联合成

立的全省首个消费维权社会法庭（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室）在市工商局揭牌。消费维权社会法庭（消费纠纷诉调对

接工作室）在全省范围内的率先成立，标志着我市开辟了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裁决“三位一体”的消费维权模

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维权服务，解决了消费维权“最

后一公里”问题。

发挥工商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016年以来，市工商局充分站位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

展大局，积极承担燃煤散烧治理、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和“平

安建设”相关工作，充分彰显工商职能作用，大力提升工商

系统地位，全力以赴助推全市各项事业发展。

一是常态化高压治理燃煤散烧，加快清洁能源替代，

推动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市散烧办、市工商局在市委、市政

府的充分支持和领导下，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全面统筹推

进全市燃煤散烧治理工作，为我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了大

量工作。依法关停取缔 16个散煤销售点，全面拆改 126个

燃煤散烧设施设备，查扣劣质煤球非法销售车辆 40余台

次和不符合要求的劣质散煤 1万余块，没收燃煤大灶和经

营性小煤炉 35台；高标准全面推进洁净型煤替代能源工

程建设，3个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和 15个洁净型煤

销售网点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根据我市“电代煤”“气代

煤”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按照 300元 /户的标准，对禁燃区

内钟楼、煤山等 5个街道办事处的 1万户“煤改电”“煤改

气”用户进行补贴，300万元补贴款已全部到位。

二是狠抓重点环节，深入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整治。

2017年以来，在烟草市场综合治理过程中，市工商局细致

摸清底数，建立工作台账，强抓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先后开

展了烟草市场雷霆行动、物流寄递行业烟草市场专项行

动、元旦期间烟草市场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效果。烟草市

场整治行动中，我市共检查烟草销售点、超市和经营户

2341户，新办工商营业执照 243户，变更工商营业执照 512

户，注销 156户，取缔无照经营 5户，检查物流企业 39家，

查办物流寄递案件 56起，查获假烟 299条，真烟非法流通

3386条，涉烟案件立案 85起，案值达 25.6万元，判刑 3人，

专项行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春潮带雨晚来急，正是扬帆击浪时。30年风雨历程，我

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

突破，得到了迅速发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各项业务工作

不断拓展，监管领域不断拓宽，监管方式不断创新，服务地

方经济，战略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汝州工商事业生机勃

勃，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