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政府

孟津区商业体系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财办建〔2022〕18

号）、《商务部等 15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县域商业建

设指南>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21〕322号）等文件精神，

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二）坚持科学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

（三）资金安排要量入为出、综合平衡、保障重点；

（四）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五）严格按照批准的投资、规模、标准进行建设；

（六）坚持追踪问效的原则。

二、实施单位

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和区乡村振兴局是本办法中项目主管

单位，负责本办法的落实。



三、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经区政府审核确认、经相应程序公开参与承

建孟津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的企业。

四、项目承办企业

主管部门负责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择优选择承办企业。

五、项目管理内容

为确保项目开展的进度和效果，依据项目管理的重点将项

目管理分为进度管理、运行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四个方

面。

(一）进度管理。进度管理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

阶段的进展程度和项目最终完成的期限所进行的管理。项目主

管单位应严格对照承办企业提供的项目进度计划表，检查项目

实际进度是否按计划要求进行，如出现偏差，要及时找出原因，

责令承办企业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或调整、修改原计划，确保

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承办企业，

及时下达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未能整改取消承办资

格。

（二）运行管理。运行管理是指为规范项目承办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而采取的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定期走访承办企业，

对企业的组织机制、人员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等的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如存在问题，应责令承办企业及时整改。对于发生

较大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办企业追

究其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承办资格。



（三）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指为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

效果而采取的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测评

承办企业的项目效果，对已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尽快安排

项目验收、发放资金和补助；对尚未完全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

项目要求其加强力度，延期验收；对明显达不到建设要求的承

办项目督促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无整改的可取消其承办

资格。

（四）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是指对项目承办企业的所有生

产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制约。主管单位应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

击参与商业建设的企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存在质量安全和过

期商品等问题以及发生欺诈消费者等行为；保证资金的使用安

全，严厉打击承办企业虚报、重复申请补助资金等行为，一旦

发现，即刻追回资金并在政府网站上通报批评或撤销承办资格；

严格数据上报流程，承办企业应按时按质上报生产经营数据，

对不配合开展统计工作或存在虚假上报等情况的进行批评公

示，并要求其限期整改。

六、项目管理原则

（一）节约原则。项目建设应秉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原

则，对可利用现有资源改造提升的项目原则上应优先利用原有

资源改造。

（二）务实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务实原则，注重提升项

目建设的实际效果，反对形式主义。

（三）高效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高效原则，注重沟通、



及时反馈，在项目节点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

七、项目验收方法

商业体系建设项目验收，是指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扶持方向

的项目建成后，由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全面检查并确认

是否达到要求的活动。项目验收完成后，由区商务局会同区财

政局、区乡村振兴局将验收情况上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

乡村振兴局。

(一)验收程序。项目实施单位向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和区

乡村振兴局或商业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提交项目验收申请及相

关材料；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和区乡村振兴局或商业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在接到验收申请报告后，组成验收小组或委托第三方

进行实地验收。

（二）验收方式。由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和区乡村振兴局

负责召集，邀请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实施，对验收项目采

取现场检查、查看材料等方式进行。对验收合格的项目，由区

商务局、区财政局和区乡村振兴局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

共同出具验收合格通报。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在下发验收通

报时，对存在问题的项目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三）验收内容

1.完善区镇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支持对孟津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集配中心及具

有商贸服务能力的乡村电商服务网点进行改造升级，通过配备

仓储、分拣、包装、装卸、运输、配送等服务设施，完善区、



镇、村级商贸服务网络基础建设，规划多条商贸物流配送路线，

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强化对乡村的辐射能力。整合

县域商贸、快递、邮政、供销等物流资源，鼓励具有商贸物流

配送服务能力的连锁经营企业、快递物流企业、电子商务平台

等，通过自建物流优势，开展工业品、农资产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等物流快递共同配送服务，降低物流成本。通过整合“商

贸、电商、物流”三站合一，确保乡镇及行政村商贸网络服务

全覆盖。县级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支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实现智能化作业，改变传统人工作业模式，提升仓储、配送效

率，满足商贸及物流发货时效性要求。乡镇商贸中心设置统一

标牌、门面装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营业时间、管理制度、

联系方式、监督与投诉渠道等，提升物流末端网络服务能力和

农村群众消费水平。

2.加强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等进

行改造升级，鼓励连锁商贸流通企业、电子商务平台运用三级

商贸服务网络开展向农村下沉的商贸流通服务。以孟津区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及物流集配中心为依托，改造升级区级商贸

物流服务中心和农贸流通基地，配备货架、叉车、物流车、地

磅、监控、打包机、传送带等设备设施，满足仓储、分拣、配

送等需求。在 10个乡镇分别升级改造乡镇商贸服务中心，配

备门头招牌、商品展销架、收银系统、冷鲜柜、收银台、电子

秤、监控等设备设施，设置冷鲜区、生鲜区、食品区、生活用



品区等，引进快递驿站、本地服务等功能，提升乡镇级商贸中

心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依托万村千乡工程、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项目建设的村级服务站点，改造升级 255个村级商贸服务

站，配备展销架、收银台、监控、电视机、冰柜等服务设施设

备，满足商品零售、快递收发、生活缴费、农资供应等服务。

强化区镇村三级商贸服务功能，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打造

符合孟津发展的现代化商贸流通体系。

3.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

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向农村下沉供应链，采用“加盟”、“连

锁”方式开展市场业务，以区级商贸物流服务中心和农贸流通

基地作为前置仓，提供直供直销、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库存

管理等服务。鼓励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发运营“县

域商贸物流服务系统”，满足仓储管理、线上订单、物流跟踪、

社区团购、收银结算、本地生活于一体的服务功能，为孟津区

商贸物流服务中心、农贸流通基地提供仓储管理和物流跟踪服

务；为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和村商业网点提供线上订单、社区团

购、收银结算等服务；为全区群众提供本地生活服务。引导大

型商超、品牌代理商、传统商贸企业运用商贸物流服务系统上

架商品，呼吁下游批发零售商采用线上订单模式，实现统一配

送，节约仓储和物流成本。鼓励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及村级商业

站点运用商贸物流服务系统开展商品促销活动，促进商品购销

一体化，降低零售库存压力。鼓励果农菜农运用商贸物流服务

系统发布供应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县域产销内循



环。鼓励社会运力运用商贸物流服务系统，选择“顺带”任务，

将快递包裹、代买商品送达给农村消费者，解决偏远农村零单、

散单最后一公里问题。发展购物、餐饮、亲子、娱乐、农资等

多种业态，促进市民下乡和农民进城消费。

4.增强农产品上行动能

依托孟津区农贸流通基地服务设施，引导商贸、电商、快

递、物流企业围绕农村产品上行，建设分拣、包装、初加工、

配送等业务线，加强标准和品牌运用，提高农村产品商品化转

化率。支持对孟津区农特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行优化，设立品

牌领导组，建立健全准入与退出机制，强化溯源赋能，特别对

具有本地特色的农特产品进行统一品牌塑造，开展品牌推广、

产销对接、网络营销等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特产品上

行渠道和销量。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提高农产品标准化率和

电商销售比例。鼓励电商企业加强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

配送等电商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或改造，打造农产品电商优质品

牌。引导各平台对接农村生产主体，鼓励农村积极发展直播电

商、社交电商、社区电商等新模式。对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电

子商务的农特产品生产主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技能培训，包括但

不限于直播电商、美工设计、网店运营等课程，培养出一批具

有农产品上行能力的电子商务企业和懂电商、会运营的电商技

术骨干团队，提高县域电子商务运用水平。

八、法律责任

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



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九、附则

（一）项目管理与验收邀请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全程参

与，对违纪违规事项进行严肃查处。

（二）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