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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务人员逐步退出社会组织
新增基金会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慈善公益组织七成“去行政化”

新京报讯 （记者魏铭言）
政府公务人员正在退出北京
的7000多家社会组织。

昨日，在市民政局机关
“开放日”上，市社团办副主
任李辉称，去年北京新登记
社会组织348个，其中基金会
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其
他的新增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也从干部管理权
限上严控公务人员在其中兼
职，全面淡化政府身影。

通过换届让局处
长让渡负责人岗位

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主
管单位，市民政部门目前采

取“增量严控，存量渐退”的
原则，推动政府公务人员退
出社会组织。

对于既往成立的“官办”
社会组织，将通过其自身换
届选举，让原来兼任会长、秘
书长等职务的局长、处长们，
让渡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岗
位，还社会组织民间本色。

构建覆盖全市的
慈善组织网络

据市民政局慈善处处
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
会副秘书长程立岩介绍，目
前北京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
的百余家会员单位中，70%
已“去行政化”，无政府背景，

无公务人员兼任领导，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社会组
织。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制
定并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法
规，厘清政府和慈善公益组
织之间的职能界定，明确政
府职责，规范慈善公益组织
的行为。

同时，北京市还计划改

变当前“运动式”的慈善公益
活动模式，转向基础工作网
络建设。通过整合各区县捐
助站点等现有载体资源，培
育基层工作站点，构建覆盖
全市的慈善组织网络。通州
即将在全区各乡镇、街道设
立的“慈善工作站”便是其中
一种探索形式。

市区储备粮油增至15天消费量
将通过竞价销售轮换储备粮来稳定粮价；在东北等地拓建粮源采购基地

新京报讯 （记者廖爱玲）
北 京 的“ 米 袋 子 ”状 况 如
何？昨日，市粮食局在全市
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表示，目
前北京市区储备粮油满足居
民正常消费量已由过去的10
天提高到15天。

远郊区县储备粮
油增至5天消费量

据市粮食局局长李光
禄介绍，去年北京粮食价格
的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数 1.5
个百分点，运行平稳。不过
由于北京人口增长和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粮食消费需求
刚性增长，稳定粮油市场依
然任务艰巨。副市长程红指

出，今年将高度关注粮油价格
问题，“平稳运行是首要目标，包
括稳价格、保供应”。

李 光 禄 称 ，今 年 对 粮
食行业着力 7 项建设，其中
包 括 完 善 政 策 性 粮 食 购
销，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变
化趋势，适时安排市和区县
储备粮竞价销售，轮换储备
粮，以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
水平上基本稳定。同时，遍
布全市的105个监测点可实
时动态监测粮油购销、储
存、加工、批发、零售各环
节，准确掌握价格、供求、
库存信息。

据李光禄介绍，北京的
原粮储备可满足居民6个月
的供应，市储备成品粮油规

模由此前的 10 天正常消费
量提高到15天，各远郊区县
储备成品粮油规模也由3天
正常消费量增至5天。应急
加工企业由 10 家增加到 17
家，确保储备成品粮油处于
随时可动用状态，应急能力
与居民口粮需求大致相同，
形成 8 小时、12 小时、24 小
时三层送达圈范围。

鼓励北京粮食企
业参与粮食产销合作

为适应北京市特大粮
食销区的需要，北京在与
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粮食
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产销
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鼓励

北京粮食企业参与粮食产
销合作。

全市已有 20 多家国有
粮食企业在黑龙江、吉林、
山东、河北等地，采取合作、
租赁、收购、征地新建等方
式，建立粮源采购基地 108
个。其中，以北京本地企业
为主的基地19个，粮食收购
量 160 万吨，占全市总消费
量的30%左右。

市粮食局表示，今年还
将支持企业在东北地区建
稻谷采购基地，在河南、河
北等地建小麦采购基地，
拓展外埠粮源采购基地建
设，并支持具备条件的基
地承担市储备粮异地储存
的任务。

高校“直采”米面油价格一律统一
打破过去“多买便宜少买贵”现象；今年全市高校争取节约采购资金4500万元

新京报讯 （记者杜丁）
昨日，70 余所京城高校在

“第 14届高校食堂原材料招
标 采 购 大 会 ”上 联 合 采
购 。 市 教 委 表示，今年首
次将高校从基地直采的米、
面、油纳入国家储备粮系
列，实行全市 高 校 统 一 价
格，打破了以往“多买便宜
少买贵”的现象。

八成京城高校“米
面油”直采

据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
处长李异军介绍，今年市教
委与市粮食局进行了一项实
质性合作，即借用国家粮库，
将高校从基地直采的米、面、
油纳入国家储备粮系列。采
购大会上，对中标的、来自直
供基地的米、面、油三大类产
品实行全市高校统一价格，
并统一储存至市粮食局粮
库，集中配送集中结算。

李异军表示，此前一些
规模较大的高校买的数量多，
供应商给的批发价就稍低；一
些规模小的高校购买同样物
品时，因为数量少，价格就相
应提高，“统一价格可以让

更多高校参与到‘直采’队
伍 中 来，提高食品安全系
数。”北京从2001年起实行高
校伙食联合采购，2009年底开
始试点“农校对接”，学校直接
采购的农产品价格较传统模式
低 15%至 20%。目前全市 88
所高校中已有70余所加入了
高校食堂原材料联合采购及

“农校对接”直供基地采购。
此次高校米、面、油采购

7个月的用量，预计量为：大
米 1.2万吨，面粉 7000吨，食
用油5000吨，直到11月份新
粮食下来。

直采品种扩至西
红柿黄瓜大葱等

李异军表示，通过开展
“农校对接”，去年全市高校
节约采购资金约 3000万元。
今年全市高校争取节约采购
资金4500万元左右。

去年高校进行了蔬菜直
供基地采购的探索和尝试，
土豆采购成功锁定了价格：
从 10月份到目前为止，一直
是0.57元。今年会进一步将
蔬菜直供基地采购品种扩大
至西红柿、黄瓜、大葱等。

中国农业大学建筑系大
四学生李小刚每天伙食费不
超 20 元。对于这不超 20 元
的伙食，李小刚说，不敢说吃
得太好，但肯定能吃饱。

他算了一笔账：早餐2元，
包括一碗豆浆（0.5元）、两个包

子（1元）和一个鸡蛋（0.5元）；午
餐七八元：三两米饭（0.75元）、
一荤一素（7元左右）；晚餐同午
餐差不多，荤菜3元至5元居
多，包括酱鸡腿、排骨、带鱼等，
素菜0.8元至1.5元居多，包括
土豆丝、圆白菜等。

“先来8万斤吧？好了再
续。”昨日，北京体育大学饮食
中心主任张国林一进入采购大
会，就被“中筋”面粉所吸引。

昨日，188家供应商全都
被挡在了采购大会门外。李
异军表示，大会采取学校与企
业“背靠背”自主选择的采购

方式，屏蔽所有生产企业信
息，学校完全根据产品质量和
价格选购产品，并且保证所有
学校享受相同价格、相同服
务，全部采购过程在学生监督
员监督下完成，保证采购程序

“公平、公正、公开”。
新京报记者 杜丁

各高校代表在查看各种原材料。昨日，京城高校“第14届高校食堂原材料招标采购大会”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大兴
校区）举行。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每天伙食费不超20元

采购大会学校企业“背靠背”

■ 相关新闻【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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