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文件

岳强市发 〔2023〕 3号

岳阳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

关于深人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推进

质量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

新区、屈原管理区,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

为深入贯彻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 发 〔2017〕 24号 )、 《湖南省

质量强省建设纲要》 (湘发 〔2022〕 27号 )、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湘发 E2018〕 9号 )

等文件精神,按照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质量强市战略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优化质量发展环境,激发质量创新活力,强化质量基

础支撑和质量安全保障,加快推进质量强市建设,结合岳阳实际,

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产品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着力提升产品、工程、服务、环

境质量,着力推动品牌建设,着力提升全民质量素养,着力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质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赋能质量提升 ,

助力质量强市。聚焦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奋

力打造湖南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积极当好内陆地区改革先行者目

标,推动
“
产业强劲、开放领跑、绿色示范、人民共富

”,加强

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

”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奋力建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战略提供坚实质量支撑。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年 ,质量强市战略全民推进,质量总体水平全面提高。

岳阳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满意度明显增

强,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质量共治格局基本

形成,质量强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全市质量供给和需求更加适配,农产品质量安全省级例行监

测合格率和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98%以上。基本药物

抽检合格率 100%。 林产品抽样监测任务完成率 100%,质 量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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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以上。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 95%以 上。工程质量牡查符

合率不断提升,工程耐久性显著提高。项目质量等级合格率 100%,

优良率达到 10%以 上。消费品质量合格率有效支撑高品质生活需

要。服务质量满意度全面提升。发挥旅游品牌引领作用,创建优

质
“
岳阳旅游品牌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全市评定为二级至三

级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建有率达到 80%以 上。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达到 90%以上。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地表水达到或优

于 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保持达到 94%以 上,长江岳阳段水质优良率

保持 100%。 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全市标准、计量、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系统完备、高效运行,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明显增强,对产业发展支撑作用充分彰显。全市新增主导制

(修 )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54项 ;新增省、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 23家 ;新增省产业计

量测试中心 1家 ;新增省级质检中心 2家 ;争创中国质量奖及提

名奖 2个 ,新增湖南省省长质量奖及提名奖 10个;新增
“
湖南名

品
”50个;全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升至 91.6。

三、工作举措

(一)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按项目给

予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主导国际标准修订的,按项目给予最高

50万元的奖励。主导国家标准制定的,按项目给予最高 50万元的

奖励;主导国家标准修订的,按项目给予最高 30万元的奖励。主

导行业标准制定的,按项目给予最高 50万元的奖励;主导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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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修订的,按项目给予最高 20万元的奖励。主导地方标准制定的,

按项目给予最高 20万元的奖励;主导地方标准修订的,按项目给

予最高 5万元的奖励。

(二)强化计士技术支撑和认证示范带动。培育、打造高水

平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切 实提升工程机械、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移动互联网等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建成湖南省石化产业计量

测试中心。发挥质量认证对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的促

进作用,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提升检验检测能力水平。支持建设省级国家级质量标

准实验室。以岳阳市九大重点产业链为重点,支持建设省级国

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推动全市检验检测产业高质量发展,建

成湖南省石油化工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和湖南省酱腌菜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四 )提升质士管理水平。积极推广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

玛、稳健质量工程技术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推动全市

规模以上企业加快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提升企业质量管理和

决策水平。持续开展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

’’ “
计量服

务中小企业行
”

等活动,鼓励企业开展 QC小 组等群众性质量活

动。积极开展
“
质量诊断

” “
质量比对

”
等质量帮扶行动,切

实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五)强化质士品牌激励。加快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品牌培

育机制,为 打造更多
“
百年品牌

” “百年老店
”

筑牢质量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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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老字号品牌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培育我市
“
中华老字号

”
,

“
湖南老字号

”
品牌。支持企业、组织积极争创各级政府质量

奖,支持企业参与
“
湖南名品

”
评价。获评岳阳市市长质量奖

的,给予组织不高于 2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给予个人 2万元奖

励,对获得市长质量提名奖的组织给予 5万元奖励。获评湖南

省省长质量奖、湖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中国质量奖、中国

质量奖提名奖的从其规定获得奖励。

(六 )深入推进质士基础设施 “
一站式

”服务。加快国家质

量基础设施 (NQI)统筹布局,通过
“
1+2” (产业+企业、区域 )

模式积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要素集成性、系统性建设,支持各

县 (市 )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深入推进质量基础设施
“
一

站式
”

服务。推动建设岳阳市石化产业服务中心,高质量服务

岳阳石化产业。

(七 )加强产品质i安全监管。进一步强化以监督牡查为主

要手段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统筹强化生产、流

通环节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更好满足岳阳产业发展实际和人民

群众对更高品质产品的供给需求。加强对全市主导产业产品、

重点消费品、涉安涉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市 级重点工业

产品质量监督牡查每年不少于 500批 次。严格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后处理工作机制,对抽查发现的问题,针对性开展产品质量

提升行动,进一步提高全市重点工业产品供给质量。

(八)开展生态环境质I捉升行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加强臭氧污染治理,持续开展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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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削减攻坚,深入抓好重金属污染源头治理,危险废弃物收集处

理,有效管控土壤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生态系统功能稳步提升。

(九)加强工程质士管理。加强设计支撑,强化设计质量管

控。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参建企业主体责任,规范企业质量

管理行为,严格落实基建程序和招投标管理,严格执行工程质量

责任终身制,增进监管效能,加强全链条质量监督。加强质量监

督信息化建设,完善地市州
“
智慧监管

”
模块,积极推动

“
数字

档案馆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强化精细施工,以建

设质量管理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程项目为抓手,着力

提升各类工程质量安全水平。强化检验检测市场监管,积极推进

检测监管平台建设和检测数据实时上传,实施政府监管抽检,确

保工程质量安全。

(十 )开展农产品质士提升服务。加大农业标准化生产推广

力度,支持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制修订,建立一批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需要的技术规程、规范。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围 绕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实施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品牌提升、消费促进、合格亮证 “四大行动
”。积

极争创省级绿色 (有机 )食品示范基地。全面提升
“三品

”
产品

公信力、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经济效益。切实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

监测,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控。全面推进公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 “
身份证”

和农产品追溯管理,探索
“
信用+分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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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信用+产 品认证”
应用试点。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保障水平。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执法。持续推进
“
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

”三年行动,组织

开展
“
湘创

”
护农,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农产品质量源

头安全,严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

区域、重点产品的监测频次。

(十一)推动制造业高质士发展。锚定新型工业化实现产业

质的有效提升这一战略目标,不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激励企业向卓越质量攀升。持续开展制造

业 “三品
”

专项行动、质量管理数字化
“
深度行

”
行动、质量标

杆示范等,激发企业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实施质量标准品牌赋

值中小企业专项行动。通过质量提升、标准引领、品牌建设,帮

助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高以

可靠性为核心的产品质量水平,加强质量与可靠性技术创新和推

广应用,健全可靠性标准体系,遴选一批典型案例,为 企业提供

更多的质量尸聱性先进经验。

(十二)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士。建设智慧医院,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进一步推进电子病历,所有三级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应

用水平达到 4级 以上。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面开通军人、老年

人、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挂号、就医绿色通道。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制,定期开展风险监测会商,每年至少组

织开展 1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督导检查。健全医疗质量管理体

-7-



系,逐步扩大城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范围,重 点人群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达到 60%。

四、保障措施

(一 )强化工作统年,严格规范实施。市市场监管局要结合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关于质量发展工作的决策部

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各职能部门和相

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加快推进质量强市建设。

(二)强化资全支持,高效有序推进。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围 绕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和质量管理等方

面做好资金统筹调度,精准高效抓好落实。

(三)强化上下协同,确保工作实效。鼓励各县 (市 )区人

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制定符合本区域实际的质量强市配套政策。

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宣传,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

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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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6月 1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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