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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质强组办发„2022‟1号 

 

北京市贯彻质量强国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有关行

业协会、商会、学会，有关企业： 

为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按照 2022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安排和要求，北京市贯彻质量强国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于 2022 年 9 月开展北京市“质量

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 

二、重点活动内容 

（一）广泛开展主题宣传，传播先进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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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质量强国的决策部署，全方位、多层

次、多渠道加强质量主题宣传。 

1.制作“2022年质量月”宣传片、宣传海报等，利用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多渠道投放。各区各部门通过组织“质量月”

启动仪式、制作科普视频、组织质量知识竞赛、开展公众质

量满意度调查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质量月”氛围。 

2.开展质量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等活动，

邀请专家学者、志愿者、热心公益事业代表等，多角度解读食

品、药品、农产品、化妆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物品编

码等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讲述身边的质量故事，将质量

知识“打包”送到百姓目之所及、手之所触的地方。 

    3.开展“电梯安全周”、“有机宣传周”、“首届中国公

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国际标准化”线上沙龙、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主题推广等宣传活动。 

4.以有温度的“北京服务”为主题，开展北京市商业零售

企业服务质量管理规范和评价办法宣贯、优质服务品牌培育和

推广等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提升系列活动。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深刻认识质量人才在质量提升中的关键作用，鼓励质量从

业人员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使用新方法，加快培育紧缺

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质量人才队伍。 

1.深化首都质量提升在线平台的推广应用，引导企业实施

全面质量管理，夯实质量管理基础，邀请高校和重点企业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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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方面的最新课程供企业在线学习，持续免费为相关从

业人员提供国际、国内先进质量管理方法以及质量发展政策等

方面的学习资源。 

2.组织开展“2022年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北京

市第十二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等活动，引领各行业不断提

升技能水平，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开展第三届“北

京大工匠”选树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关注质量、尊重技能、崇

尚工匠精神的价值导向。 

3.开展首席质量官制度宣贯培训，引导企业推行“首席质

量官”制度，培育质量领军人才。加强产业链全面质量管理，

充分发挥“链主”企业、质量奖获奖组织等引领作用，举办质

量管理经验分享会，分享推广标杆企业先进质量管理经验。 

（三）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帮扶，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加强党建引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多更

丰富的服务手段稳市场主体，加大为企业办实事力度，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1.结合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专业市场党建等工作深入基层一线走访调研，了解市场主体

遇到的困难和需求，有针对性的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开设“质量

课堂”，通过与专家面对面问诊把脉，量身定制“服务包”，

为企业纾困解惑，助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2.开办“质量月”大讲堂，对企业质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开

展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知识、诚信管理体系、住宅工程渗漏防治、

质量投诉处理等专题培训，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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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提升质量监管效能。 

3.发挥龙头企业行业领军作用，强化产业链“链主”配套

带动作用，面向产业链下游中小企业开展电子设施售后行业服

务质量提升行动，优化中小企业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 

4.组织商业服务业重点行业和领域服务质量评价活动，深

入查找服务质量存在的问题，引导企业向产品复合化、信息数

字化、功能社区化的现代商业转型，积极打造“北京服务”品

牌。 

（四）强化质量监管效能，提高质量治理能力 

各区、各部门依法履责，结合“二十大”服务保障及中秋、

国庆两个重点时段，通过监督检查、执法打假、专项整治等方

式，提高各行业、各领域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的关

键风险点，在校园周边、旅游景区、大型商超、公交枢纽等人

员密集的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 

2.在产品质量监管领域开展涉及环境污染治理、安全生产

及消防产品、道路交通安全等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发布抽

查结果。 

3.在食用农产品领域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专项治

理行动，强化问题查处。 

4.在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领域进行法定计量单

位使用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增强相关行业正确使用法定计量

单位的意识。 

5.在进出口商品领域开展法定检验商品以外商品抽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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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跨境电商进口消费品风险监测、隐形眼镜风险监测等工作，

确保与人民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消费品质量安全。 

6.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住宅工程高频质量问题专项治理

行动、监理履责专项检查、“工程品质提升年”专项检查等，

打击工程质量违法违规行为。 

7.在生态环保领域集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VOCs）专项执

法、空气质量“点穴式”执法、重型柴油车执法、流域执法、

危险废物执法等专项执法活动，强化在线监控，突出科技支撑，

提升执法效能。 

   （五）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质量共治共享 

    引导全市各行业、各领域主动参与质量促进、社会监督等

活动，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 

1.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学会及消费者组织的桥梁纽带作

用，引导行业质量诚信自律，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在行业中广

泛宣传，提高“质量月”活动知晓度。 

2.做好“北京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百强”的调研与发布，为

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提意见建

议。组织企业申报、参与“北京市大学生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

展示推介会”“2022 年北京市企业创新达人宣讲活动”等大型

活动，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挖掘新的增长点。 

3.开展“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征集工作，发掘、树立一

批典型，推出“百家诚信示范民营企业”，举办民营企业信用

建设大讲堂活动，引导民营企业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企业

诚信经营的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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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等重点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邀请企业、科技组织、学生及群众代表走进实验室，让大众近

距离感受检验检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影响带动群众用科学的

力量探索食品药品等安全领域社会共治热点难点问题。 

5.开展北运河杨洼船闸建设工程、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改

建工程、通州区安贞医院工地等标杆工地观摩学习活动，请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介绍经验，进行现场交流，引导施工企业持续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三、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活动的整

体策划和具体组织工作，结合实际，创新、丰富内容和形式，

注重实际效果，以“质量月”为契机，深化“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推

动促进质量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快落地见效。 

（二）积极动员，广泛参与。把“质量月”活动打造成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广泛动员各行各业和基层一线开

展活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

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发挥“质量月”活动影响力，在全

社会掀起建设质量强国的热潮。 

    （三）服务大局，确保实效。把开展“质量月”活动与打

通产业循环，促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结合起来，围

绕“强党建、稳秩序、促发展、保安全”工作主线，以质量手

段为企业纾困、助企业发展，以质量领域的实绩实效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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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要求，确保安全。有关活动组织主体要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简朴、高效开展活动；坚

持自愿参加原则、不增加企业负担；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要

求，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五）及时总结，报送信息。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注重资料

的收集整理，重要活动信息随时报送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活

动结束后及时总结，请于 10 月 14 日前将活动总结、有关图片、

视频资料等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附件：2022年北京市“质量月”活动口号 

 

                         

北京市贯彻质量强国战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5日 

（联系人：常翠贤；联系电话：57520058；电子邮箱：

bjzlglj@163.com） 

 

      

 

 

 

北京市贯彻质量强国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8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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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题：      

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 

口号：  

1. 服务新发展格局      助推高质量发展 

2. 建设质量强国        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 

3. 坚持质量第一        建设质量强国 

    4. 坚持首善标准        推动高质量发展 

    5. 立足首都战略定位    全面提高质量水平 

    6. 坚持创新引领        建设质量首善 

7. 加快推进质量提升    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8. 建设质量强国        共享美好生活 

9. 规范市场秩序        优化供给质量 

10.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质量安全 

11.筑牢安全底线        推动高质量发展                               

12.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促进质量变革创新 

13.打造首都精品        畅享北京品牌 

14.弘扬工匠精神        推动品质革命 

15.夯实质量基础        提升服务效能 

16.质量发展            利民惠民 

17.人人创造质量        人人享受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