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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卷烟专卖市场监管服务融合发展
胡凯临

(凉山州烟草专卖局ꎬ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创新监管方式是推进新形势下烟草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开展ꎬ提升监管效能ꎬ维护市场秩序ꎬ保障国家利益和消费者

利益的现实需要与必然要求ꎮ 凉山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等因素影响ꎬ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
广、监管难度大ꎮ 因此ꎬ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监管服务融合发展已成为凉山专卖突破瓶颈、破解难题的必然选择ꎬ对保税

利、促发展、助脱贫、稳就业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ꎮ 通过对县市农村市场开展实地调研ꎬ全面掌握了凉山农村卷烟市场

现状、农村市场监管服务情况ꎬ在找准问题、深挖根源的基础上ꎬ提出了符合凉山实际的对策建议ꎬ为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市场

监管服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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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ꎬ地处川西南横断山

区ꎬ地质地貌复杂多样ꎬ有平原、盆地、丘陵、山地、
高原等ꎬ最高海拔 ５ ９５８ ｍꎬ最低海拔 ３０５ ｍꎬ立体气

候特征明显ꎮ 全州面积 ６.０４ 万 ｋｍ２ꎬ辖 １６ 县 １ 市ꎬ
４０４ 个乡、１３８ 个镇、８ 个街道办事处ꎬ１２３ 个城市社

区、１５８ 个农村社区、３ ７３７ 个行政村ꎮ 凉山是全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区ꎬ也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

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ꎮ 境内有彝、汉、藏、回、蒙
等 １４ 个世居民族ꎬ总人口 ５２９.９４ 万ꎬ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 ３０２. １７ 万人ꎬ占总人口的 ５７. ０２％ꎻ彝族人口

２８４.１３ 万人ꎬ占总人口的 ５３.６２％①ꎮ 由于自然、社
会、历史等原因ꎬ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社会发育

进程滞后、落后发展基础与特殊社会问题、物质贫

困与精神贫困等叠加交织ꎬ凉山是全国典型的“三
区三州”中“三州”深度贫困地区ꎬ也是全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ꎮ 全州有 １１ 个民族聚居县均为“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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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县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 ９７ 万人ꎬ属于贫

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ꎮ

１ 凉山农村卷烟市场现状

为研究凉山农村卷烟市场现状及农村市场监

管服务情况ꎬ２０２０ 年凉山州烟草专卖局开展了专项

调研ꎬ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本次调研ꎮ 为确保调研工

作的客观性、实效性和覆盖面ꎬ我们选择了西昌、冕
宁、昭觉、美姑 ４ 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市作为调查样

本ꎬ其中西昌市和冕宁县位于安宁河流域经济发展

较为迅速的地区ꎬ属典型的“两烟区”ꎬ区域内汉族

与彝族杂居ꎬ而昭觉县和美姑县位于大凉山腹地经

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ꎬ属典型的“纯销区”ꎬ区域

内彝族人口聚居ꎮ 卷烟零售户分布及数量情况

如下:
１)农网零售户分布情况ꎮ 西昌、冕宁、昭觉、美姑

四个县市的农网零售户共分布于 １３１ 个乡镇内ꎬ分布

极为分散ꎬ另仍有 ２６ 个乡镇无零售户覆盖(表 １)ꎮ
表 １　 农网零售户分布情况表

县市
农网零售户

分布的乡镇 /个
无零售户

覆盖的乡镇 /个
西昌市 ３０ ４
冕宁县 ３０ ９
昭觉县 ３５ １１
美姑县 ３６ ２

　 　 ２)农网零售户数量情况ꎮ 西昌、冕宁、昭觉、美
姑四个县市共有农网零售户 ２ ４７９ 户ꎬ农网零售户

数量较多ꎬ占到了零售户总量的一半以上ꎬ且经济

落后地区农网零售户所占比例更高(表 ２)ꎮ
表 ２　 农网零售户数量统计表

县市 农网零售户 /户 占比 / ％
西昌市 １ ３４７ ４０.９２
冕宁县 ５１６ ５５.１９
昭觉县 ２８１ ５９.４１
美姑县 ３３５ ７１.２８

２ 卷烟销量及结构情况

２.１ 农网市场卷烟销量情况

今年以来ꎬ西昌、冕宁、昭觉、美姑农网市场卷

烟销量ꎬ占到了销售总量的一半以上ꎮ 其中ꎬ冕宁、
昭觉、美姑农网市场销量均占到了 ５０％以上ꎬ西昌

虽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较高ꎬ但农网市场

销量也占到了 ４０％左右(表 ３)ꎮ
２.２ 农网市场卷烟结构情况

４ 个县市农村市场卷烟消费结构均偏低ꎬ主要

以三类烟为主ꎬ畅销品牌有云烟(紫)、云烟(软珍

品)、红塔山(硬经典)、天下秀(金)、龙凤呈祥(鸿

运朝天门)、娇子(蓝时代)等(表 ４)ꎮ
表 ３　 农网市场卷烟销量统计

县市 农网市场卷烟销量占比 / ％
西昌市 ４０.８１
冕宁县 ５３.３９
昭觉县 ５３.４０
美姑县 ６３.９１

表 ４　 农网市场卷烟结构情况

县市
一类烟

/ ％
二类烟

/ ％
三类烟

/ ％
四类烟

/ ％ 销量前五的品牌

西昌市 ２８.６４ １４.８０ ５０.１０ ６.４６

云烟(紫)、云烟(软珍
品)、娇子 (蓝时代)、
天下秀(金)、娇子(红
格调)

冕宁县 １８.６７ １１.２４ ５７.５８ １２.５１

云烟(紫)、云烟(软珍
品)、 天 下 秀 ( 红 名
品)、天下秀 (金)、龙
凤呈祥(鸿运朝天门)

昭觉县 １４.３８ ５.８０ ４６.４７ ３３.５４

云烟 (紫)、龙凤呈祥
(鸿运朝天门)、天下
秀 (金)、 云烟 (软珍
品)、红塔山(硬经典)

美姑县 １３.９１ ９.０６ ５８.７１ １８.３２

云烟 ( 紫 )、 天 下 秀
(金)、云烟(软珍品)、
娇子 (蓝时代)、红塔
山(硬经典)

２.３ 无证户情况

西昌市、冕宁县、昭觉县、美姑县农村市场均不同

程度地存在无证经营卷烟的现象ꎬ特别是在无零售户

覆盖的地区、较为边远且交通不便的地区、彝族群众

聚居且较为贫困的地区还存在较多的无证户ꎮ
２.４ 农村市场涉烟违法案件情况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四个县市在辖区农村市场中共计

查获涉烟违法案件 ６４ 起ꎬ 占查获案件总数的

１９.５７％ꎻ累计查获违法卷烟 ９８.３３ 万支ꎬ占查获“三
烟”总量的 ２５.１６％ꎬ涉案金额 ４６.１３ 万元ꎬ占涉案总

金额的 １１.５６％ꎮ 其中ꎬ查获真烟 ８９.５４ 万支ꎬ假烟

８.７９ 万支ꎬ未查获走私烟ꎮ 由此可见ꎬ农村市场查

获的案件数量、违法卷烟数量以及涉案金额均较

少ꎬ所占比重也较小ꎮ 同时ꎬ农村市场中以未在当

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案件最为高发(表 ５)ꎬ且
涉案卷烟以非法真烟为主(表 ６)ꎮ

表 ５　 农村市场涉烟违法情况统计

县市
查获案件

/起
占比
/ ％

查获违法
卷烟 /万支

占比
/ ％

涉案金额
/万元

占比
/ ％

西昌市 １１.００ ８.４０ ５４.４２ ２４.４ ３１.１６ １６.７２
冕宁县 ２７.００ ２３.００ ７.７３ ７.００ ４.３４ ３.００
昭觉县 ６.００ １３.６４ ９.３８ ２０.８４ ３.２９ １４.３１
美姑县 ２０.００ ４１.６６ ２６.８０ ４８.３８ ７.３４ １７.８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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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农村市场涉烟违法情况统计

县市
查获真
烟案件

/起

查获
真烟
/万支

占比
/ ％

查获假
烟案件

/起

查获
假烟
/万支

占比
/ ％

西昌市 １０ ４７.４ ２７.６８ １ ７.０２ １６.８７
冕宁县 ２１ ６.５８ ３８.００ ６ １.１５ １３.００
昭觉县 ６ ９.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美姑县 １９ ２６.１８ ９７.７０ １ ０.６２ ２.３０

３ 农村市场监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农村卷烟市场现状进行调查分析ꎬ可以发

现在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监管服务中还存在以下问题ꎮ
３.１ 专卖市场监管效能偏低

从调研情况看ꎬ农网零售户在零售户总量中占

有较大比重ꎮ 因此ꎬ农村市场已成为烟草专卖市场

监管的主阵地之一ꎬ管好农村市场对于稳销量、稳
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但从查处情况看ꎬ虽然

在农村市场监管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ꎬ
但仍然呈现“三少一低”的态势ꎬ即查获案件少、涉
案卷烟少、涉案金额少、所占比重低ꎬ这就反映出专

卖管理在农村市场的监管效能还比较低ꎮ
３.２ 无证经营问题屡禁不绝

由于农村市场拥有大量的卷烟消费群体ꎬ因此

无证经营户也随之产生和存在ꎮ 通过调研发现ꎬ彝
区农村市场的无证经营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市场管

理的顽疾ꎬ特别是在边远、封闭、落后的地区这种现

象更加突出ꎮ 由于无证经营者大多为弱势群体ꎬ加
之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以及无证经营活动的间歇性ꎬ
给专卖监管带来了重重困难ꎮ
３.３ 服务形式内容较为单一

长期以来ꎬ专卖部门对农村卷烟市场的管理以监

管为主、服务为辅ꎬ服务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ꎬ仅限于

机械地向零售户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生硬地帮

助零售户正确悬挂专卖零售许可证ꎬ导致专卖服务出

现了“接天线而不接地气”和“有态度而没有温度”的
情况ꎬ使得专卖服务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ꎬ零售客户

的配合度和专卖监管的和谐度仍未得到明显改善ꎮ

４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４.１ 山高路远ꎬ交通条件差

凉山地貌复杂、地形崎岖ꎬ交通条件差ꎬ特别是

乡村公路ꎬ多为泥土、碎石路面ꎬ道路艰险、难走ꎬ如
遇雨季塌方、泥石流和冬季霜冻ꎬ交通就会中断ꎬ导
致专卖监管也被迫中断ꎮ
４.２ 地域广阔ꎬ零售户分散

农村市场涵盖乡镇、村社及自然村落ꎬ往往相

隔较远ꎬ人员居住不集中ꎬ使得农网零售户分布不

均ꎬ位置较为分散ꎬ监管工作耗时、费力、效率低ꎬ且
难以实现有效覆盖ꎮ
４.３ 语言不通ꎬ沟通交流不畅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ꎬ凉山彝族人口众

多ꎬ至今仍有大量听不懂汉语、不会说汉语、也不认

识汉字的彝族群众ꎬ由于存在语言障碍ꎬ很难实现

有效的沟通ꎮ
４.４ 受教育程度低ꎬ法治意识淡薄

由于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ꎬ群众法制意识较为

淡薄ꎬ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普遍存在ꎬ更谈不上自

觉守法和护法ꎬ从而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率较高ꎮ
４.５ 文化差异大ꎬ执法环境差

受民族文化、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ꎬ专卖执法

环境较差ꎬ威胁、阻碍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的情况时

有发生ꎮ 有的违法经营者ꎬ伙同家族成员、煽动不

明真相的群众辱骂、围攻、殴打专卖执法人员ꎬ哄抢

查扣卷烟ꎬ甚至出现过用刀、火药枪等威胁专卖人

员人身安全的事件ꎮ
４.６ 经济发展滞后ꎬ逐利性涉烟违法行为高发

由于凉山经济发展滞后ꎬ居民收入还处于较低

水平ꎬ在利益的驱使下ꎬ部分零售户开始在烟草公

司外非法购进卷烟进行销售ꎬ一些当地群众也利用

逢场赶集的有利时机ꎬ少量兜售卷烟以赚取利润ꎮ
４.７ 农村市场较为特殊ꎬ监管工作难度大

农村市场消费的季节性较强ꎬ农忙时节大多关

门停业ꎬ只有在农闲时节才正常营业ꎬ同时零售户

营业时间也大多不固定ꎬ经营较为自主和随意ꎬ经
常会出现专卖人员上门走访检查却扑了一个空的

情况ꎻ农村无证经营活动的间歇性强ꎬ一般只有在

逢场赶集时无证户才会集中出现ꎬ且由于兜售的卷

烟数量少ꎬ遇专卖人员检查便迅速一哄而散ꎻ农村

无证经营户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ꎬ文化水平低ꎬ经
营能力弱ꎬ不以卷烟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ꎬ持证经

营意愿不强ꎬ监管工作难度大ꎮ
４.８ 专卖执法力量薄弱ꎬ人员思想观念陈旧

部分县级局专卖人员配备不足ꎬ而农村市场监

管工作任务重、强度大ꎬ无法有效满足农村市场监

管需求ꎮ 同时ꎬ个别专卖人员思想观念陈旧ꎬ错误

地认为农村市场份额低ꎬ卖不了多少烟ꎬ工作费时

费力ꎬ监管意义不大ꎮ
４.９ 卷烟供给不足ꎬ加剧管理矛盾

凉山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ꎬ贫困人口多ꎬ
农村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ꎬ但当前低价位卷烟货源

供给不足ꎬ为非法卷烟留出了市场空间ꎬ同时也加

剧了专卖管理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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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监管服务方式传统ꎬ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部分专卖人员在工作中主观能动性差ꎬ创造性

开展工作意识不强ꎬ习惯于凭借经验开展工作ꎬ习
惯于运用传统方式进行监管ꎬ导致监管效率低ꎬ监
管效果不好ꎮ

５ 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监管服务融合发展

的对策建议

５.１ 以协同监管为基础ꎬ齐抓共管ꎬ化解农村市场监

管矛盾

　 　 当前ꎬ农村市场监管还面临着诸多矛盾ꎬ给专

卖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制约ꎮ 因此ꎬ烟草相关职能部

门间还需要加强协同、密切配合ꎬ共同化解监管矛

盾ꎮ 一是适当增加低档卷烟货源供应ꎮ 根据农村

市场卷烟消费情况ꎬ卷烟营销部门应适当调整并增

加低档卷烟投放量ꎬ积极满足农村市场卷烟消费需

求ꎬ特别是对三、四类卷烟的消费需求ꎬ不给非法卷

烟留出市场空间[１]ꎮ 二是积极探索农村市场配送

模式ꎮ 物流部门要积极探索构建能适应广阔农村、
边远山区的物流配送模式ꎬ通过采取定点取货、委
托代送、合法寄递等方式ꎬ全力化解配送服务进不

去、跟不上的矛盾ꎬ进一步拓展农村空白市场ꎬ提升

专卖网络覆盖面ꎮ 三是持续推进农网零售户诚信

自律建设ꎮ 营销部门要依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ꎬ充分发挥零售户自律小组作

用ꎬ通过开展诚实守信、放心消费等系列活动ꎬ努力

构建良好的农村卷烟消费环境ꎮ 四是努力深化专

销协同ꎮ 专卖、营销、物流部门要主动将专卖稽查

员、客户经理、送货员与零售户进行对应绑定ꎬ共同

管理片区市场ꎬ做到信息及时互通、问题及时反馈ꎬ
打造联防联控的网格化管理格局ꎮ 五是全面推动

信息化管理ꎮ 信息管理部门要在充分了解专卖农村

市场监管需求的基础上ꎬ有针对性地开发或采购一些

专用信息系统及设备ꎬ进一步提高专卖监管特别是农

场市场监管的效率ꎬ解决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ꎮ
５.２ 以精准监管为重点ꎬ多方借力ꎬ提高农村市场监

管针对性

　 　 众所周知ꎬ农村市场地域广阔ꎬ零售户分散ꎬ仅
靠现有专卖力量进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ꎬ同时专卖

人员在监管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盲目性ꎬ需要多方

借力ꎬ才能提高监管的针对性ꎮ 一是建立县、乡、村
“三级联管”平台ꎮ 县、乡、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

工作人员不仅熟悉本地情况ꎬ而且在当地具有较强

的话语权和公信力ꎬ在群众中也有较强的号召力ꎬ
能够有效地帮助专卖人员掌握市场动向、了解违法

信息、搜集情报线索ꎬ是农村市场前沿不可多得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ꎮ 因此ꎬ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

支持ꎬ积极建立“三级联管”平台ꎬ推动齐抓共管ꎮ
二是依托扶贫工作开展市场信息搜集ꎮ 要依托当

前全州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ꎬ让行

业选派到贫困乡村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驻村

扶贫人员兼职充当起专卖信息员ꎬ利用长期驻点优

势ꎬ协助专卖人员进行市场信息和情报线索收集ꎬ
进一步延伸专卖管理触角ꎮ 三是抓好农村情报信

息网络建设ꎮ 要加强涉烟违法信息收集ꎬ注重在农

村市场中发展“线人”ꎬ积极拓宽情报来源渠道ꎬ快
速建立农村情报信息网络ꎬ通过加强对农村婚丧嫁

娶、升学乔迁等宴事用烟情况的监控ꎬ从中发现涉

烟违法线索ꎮ 四是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ꎮ 大力

推动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进村入户”和真假烟识

别方法的“入脑入心”ꎬ让群众深入了解非法卷烟的

危害 和 涉 烟 违 法 的 法 律 后 果ꎬ 积 极 宣 传 烟 草

“１２３１３”举报电话和举报奖励政策ꎬ发动农村群众

对涉烟违法活动进行广泛监督[２]ꎮ
５.３ 以高效监管为关键ꎬ积极创新ꎬ增强农村市场监

管实效性

　 　 当前ꎬ农村市场监管工作还存在效能低的问

题ꎬ专卖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ꎬ但难

以取得应有的效果ꎮ 因此ꎬ还需结合农村市场实

际ꎬ因地制宜、精准施策ꎬ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和管理

方式ꎬ才能增强监管的实效性ꎮ 一是加大农村特色

监管模式创新ꎮ 要结合农村市场的现状和特点ꎬ加
大农村特色监管模式创新ꎬ采取“赶场日突击检查”
“节假日重点检查” “农闲期间随机抽查”等符合农

村实际的监管模式ꎬ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ꎬ推动监

管的不断档、无盲点ꎮ 二是推动单兵作战方式转

变ꎮ 针对农村市场实际ꎬ要变单兵作战为集体作

战ꎬ变集中检查、逐户检查为分散检查、包围检查ꎬ
避免检查消息迅速扩散ꎬ防止违法卷烟转移[３]ꎮ 三

是持续强化非法卷烟防控ꎮ 密切关注边界毗邻地区

卷烟市场动态ꎬ利用专卖固定检查站、公安综合查缉

卡点加大对交通要道的路检路查力度ꎬ同时要会同邮

政、交通等部门ꎬ加大对物流寄递的监管力度ꎬ建立监

管信息档案ꎬ积极开展动态管理ꎬ形成联防联控的高

压态势ꎮ 四是不断完善“一体两翼”联合执法机制ꎮ
充分发挥烟草为主体ꎬ公安、市管为两翼的联合执法

机制作用ꎬ定期联合公安、市管部门ꎬ对辖区农村卷烟

市场进行联合集中清理整治ꎬ进一步规范卷烟市场秩

序ꎮ 五是科学应对暴力抗法ꎮ 针对拒绝、阻碍专卖执

法工作的情况ꎬ应发动多方力量ꎬ积极借助当地村组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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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德高望重人士等对阻碍执法的情况进行处理ꎬ
同时邀请新闻媒体及时介入ꎬ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督ꎮ 针对暴力抗法的情况ꎬ要与公、检、法等部门建立

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的联合整治长效机制ꎬ充分凝聚合

力ꎬ形成综合治理高压态势ꎬ实现对暴力抗法活动的

严厉打击和深度震慑ꎮ 六是疏堵结合治理无证户ꎮ
由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ꎬ无证户治理不能仅仅依靠行

政手段进行打击和取缔ꎮ 一方面对符合办证条件的

无证户ꎬ要主动了解其不办证的原因ꎬ积极提供周到

便捷的办证服务ꎬ使其纳入网内进行管理ꎻ对于部分

不符合办证条件ꎬ但有办证意愿的无证户ꎬ要积极引

导、靠前服务ꎬ帮助其改善条件ꎬ使其符合办证条件ꎻ
另一方面ꎬ对达不到办证条件、无办证意愿、以牟取非

法利益为目的、屡教屡犯的无证“钉子户”ꎬ要发动公

安、工商多方力量进行重点打击ꎬ做到发现一户、打击

一户ꎬ取缔一户、警示一批ꎬ防止无证经营的反复[４]ꎮ
５.４ 以创新服务为抓手ꎬ管服融合ꎬ提升农村市场监

管内涵

　 　 长期以来ꎬ专卖管理重监管而轻服务ꎬ服务意

识不强ꎬ服务形式内容单一ꎮ 因此ꎬ要积极转变观

念ꎬ正确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ꎬ大力推动监管

服务融合发展ꎬ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管控和谐

度ꎮ 一是强化专卖服务意识ꎮ 转变以管理者自居

的观念ꎬ改变衙门作风和工作方式ꎬ充分尊重专卖

管理相对人ꎬ改变语言上生硬的命令性言辞ꎬ代之

以“微笑执法” “柔性执法”ꎮ 要准确把握农村客户

的特点以及与城镇客户之间的区别ꎬ坚持“教育为

主、处罚为辅”原则ꎬ突出“服务”职能ꎬ在管理中融

入服务理念ꎬ通过人性化监管体现烟草人文关怀精

神[５]ꎮ 二是创新专卖宣传服务ꎮ 针对农村群众文

化水平较低的现状ꎬ要结合彝区实际ꎬ将汉语与民

族语言相结合ꎬ将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相结ꎬ采用“双
语”的形式对烟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ꎬ使专卖宣传

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ꎬ切实解决农村一些

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问题ꎮ 将法

律法规中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转化为较

为通俗易懂的口头语向农村群众进行讲解ꎬ帮助群

众更好地理解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ꎮ 同

时ꎬ要利用好当前“互联网＋”时代丰富的宣传载体ꎬ
广泛采用“漫画连载” “动画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宣传活动ꎬ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接受度和

覆盖面ꎬ真正做到寓教于乐ꎮ 要变“填鸭式”宣传为

“订单式”宣传ꎬ从我们宣传什么、群众就学习什么

到群众想学什么、我们就宣传什么ꎬ把握好成人学

习特点ꎬ充分考虑群众实用性需求ꎬ编写“以案说

法”等生动案例进行宣讲ꎬ不断提高农村群众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三是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ꎮ
进一步降低办证门槛ꎬ缩短办证时限ꎬ积极为群众

办证提供“一站式”办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六

步走”服务ꎮ 针对农村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ꎬ要大

力开展“电话预约、上门办证、送证上门、咨询入户”
等便民服务ꎬ积极履行“最多跑一次”或“一次都不

用跑”承诺ꎬ主动赢得零售户的支持和配合ꎮ 四是

关心农村群众生产生活ꎮ 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贫困

群众ꎬ要结合当前“精准扶贫”工作ꎬ利用市场走访

检查ꎬ主动关心农村群众生产生活ꎬ了解零售户卷

烟经营情况ꎬ用好用活烟草政策ꎬ帮助零售户解决

实际困难和问题ꎬ引导他们通过零售卷烟、种植烟

叶等方式实现脱贫致富ꎮ 主动和零售客户交朋友ꎬ
了解他们的需求ꎬ掌握他们的动态ꎬ指导他们提高

经营能力和赢利水平ꎬ引导他们守法、规范、诚信经

营ꎮ 五是减少监管工作的影响ꎮ 要用好“ＡＰＣＤ”
“双随机一公开”等市场检查工作法ꎬ做好卷烟市场

零售户分类管理ꎬ持续提高专卖市场检查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ꎬ减少对零售户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ꎬ做
到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者利剑高悬”ꎬ提高

农村市场管控和谐度ꎮ
监管和服务作为专卖市场管理的两个重要内容ꎬ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ꎬ只有做到两手抓、两手硬ꎬ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ꎬ才能充分挖掘专卖管理潜力ꎬ实
现以服务推动监管ꎬ用监管促进服务ꎬ高质量实现凉

山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监管服务的融合发展ꎮ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凉山州烟草专卖局 ２０２０ 年专项调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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