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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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部5月5日消息，我
国将重点推进种植业、畜牧业、
渔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转型升
级。农业结构调整包含哪些内
容？将为百姓餐桌带来哪些变
化？如何确保农民收益？在农
业部5月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上
述热点问题。

种植业：调减玉米 增
加杂粮杂豆特色产品

当前，在粮食产量实现“十
二连增”后，我国农业的主要矛
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
矛盾。小麦、稻谷口粮品种供求
平衡，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
求，大豆供求缺口逐年扩大，棉
花、油料、糖料等进口增加。同
时，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越来
越大、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越来
越高。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发
布会上表示，农业部已编制《全
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
2020年）》，总的考虑是，保口粮、
保谷物，稳定棉花、食用植物油、

食糖自给水平，保障蔬菜均衡生
产供应。

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
玉米。农业部已出台意见，巩固
提升优势产区，鼓励非优势产区
农民将退出的玉米改种市场需
要、效益较好的其他作物，并促
进玉米转化加工。重点是调减
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
西北干旱区和西南石漠化区等
“镰刀弯”地区的非优势区玉米，
引导农民改种大豆、薯类杂粮、
青贮玉米、优质饲草等。

据农业部农情调度和各地
反映，预计今年玉米意向种植面
积调减2000万亩以上，为近13
年来首次减少；预计大豆面积增
加600多万亩，增加的面积主要
集中在东北地区；市场需求较旺
的品种增加较多，预计杂粮杂豆
呈增加的趋势，青贮玉米和优质
饲草面积增加。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曾衍德表示，农业部将强化宣传
引导，解读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重
点内容。会同财政等部门，抓紧
把粮豆轮作、粮改饲等各项补助
政策尽快兑现到户、落实到田。

认真落实大豆目标价格政策，保
护农民种豆积极性。举办展销
会、博览会，发展电商，推介杂粮
杂豆等特色农产品，让产品顺畅
销售、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生猪和草食畜牧业：提
升肉类及乳品产能和质量

近年来，我国肉类综合生产
能力不断提升。然而，发展方式
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约束趋紧，
是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余欣荣表示，农业部把生
猪布局优化和发展草食畜牧业
作为畜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印发相关意见和规划，着力稳
生猪、促牛羊，提高资源环境匹
配度，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
色发展。

据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
有祥介绍，下一步，农业部将指
导并推动地方合理划定适宜养
殖区域和禁止养殖区域，在南方
水网地区创建100个国家级生
猪标准化示范场和10个畜牧业
绿色发展示范县；在洞庭湖区开
展减畜禽、减水产养殖“两减”试

点，为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积
累经验。

同时，推动有关部门加大对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支持力
度，重点建设粪污处理设施；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中央财政对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进行补贴
的办法，争取在全国生猪养殖大
县的规模养殖场、大型养猪企业
择机全面实施。

在牛羊肉及乳品方面，农业
部将完善农牧结合的养殖方式，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的饲草料体
系，发展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
推动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牛
羊调出大县的支持力度，实施振
兴奶业苜蓿行动，提升国产乳品
品质和质量安全水平。

渔业：促进优质渔业资
源可持续供给

“针对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捕捞产能严重过剩、水域生态环
境污染加重等突出问题，农业部
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渔
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
并进行专题部署。”余欣荣表示，

要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
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调优区
域布局、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
要素配置。

据介绍，农业部围绕转变水
产养殖方式、加强渔业资源养护
等方面，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
构。截至目前，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总量达到5856个。实施海
洋伏季休渔和长江、珠江禁渔，
大规模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
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保护中华
鲟、江豚等珍稀濒危水生动物。
在全国范围开展了4次“绝户
网”专项清理行动。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
长赵兴武表示，下一步，农业部
将推动完善渔业油价补贴政策，
重点用于支持减船转产、渔业生
态环境修复、池塘标准化改造
等，积极推动有关部门继续支持
渔港建设；强化渔业资源和水域
环境保护，压减近海、河湖网箱
养殖，发展海洋牧场和远海网
箱；清理整治“绝户网”和涉渔
“三无”船舶，加强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尽快启动长江捕捞渔民
“退渔上岸”工程。 （新华网）

农业结构调整将带来哪些变化

从2015年开始，北京确立了三年行
动计划确保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据了
解，便利店（超市）、餐饮（早餐）、蔬菜零
售、美容美发、再生资源回收、沐浴、摄影、
家电维修、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等11个
行业或业态正在进行规范的修订工作，按
照计划，今年9月底之前将完成该项工
作。各业态标准的出台将极大缓解目前
生活性服务业存在的痛点，也将规范新兴
O2O垂直服务的野蛮发展。

从业人员素质需提升

北京市餐饮企业一直遵循北京市食
药监局和北京市环保局的相关规定，在领
取营业执照时，需符合食药监局对后厨面
积大小、管理方面的要求，同时在环保上
要达到环保局的要求。据北京烹饪协会
秘书长段凯云介绍，之前北京市商务委下
属的北京市饮食服务修理行业办公室，担
任了一部分餐饮行业的标准规范职能，不
过该办公室已经取消七八年了。

在段凯云看来，目前餐饮业最大的痛
点是部分企业完全以赚钱为目的，不了解
餐饮行业的相关规定，更不用说餐饮的相
关专业知识了，比如，为了卖相好看、口感
吸引人，滥用添加剂。“餐饮行业本来就常
年缺人，能招到人就不错了，对人员进行
专业培训的更少。”据了解，北京烹饪协会
正在联络各区县协会进行餐饮行业的标
准修订，此次出台的标准会侧重于对餐饮
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人员素质提升。
“最终达到提升品质，提高准入门槛。”但
是段凯云也坦言，此次修订的标准主要还
是面对实体餐饮门店，在线上开展餐饮业
务的暂时还鞭长莫及，而后者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下越来越多。“入驻
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且有实体门店的餐
饮店，在标准范围之内，但是平台还不在
监管范围内。”

实际上，北京市食药监局已经率先出
台了《北京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对外卖平台进行约束。根据《办法》
规定，第三方平台必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登记审查，并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义务。北京市食药监局市场监管处处长

李江称，平台对入网经营者的管理薄弱，
实名登记落实不到位，网络订餐质量安全
事件频出是制定监管办法的一大原因。
此前曾查出40余起无证商家在外卖平台
经营的情况。

互联网+监管应同步

2016年的“3?15”晚会给整个外卖行
业泼了一盆冷水。许多平台商家不仅没
有证照，卫生条件同样堪忧。平台却引导
商家虚构地址、上传虚假实体照片，默认
无照经营的黑作坊入驻。北京市食药监
局的执法人员对晚会曝光的位于通州区
三元村的“福香来”饭店进行突击检查发

现，脏乱不堪的后厨与平台上桌明几净的
照片截然不同。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饮
食安全。

线上收严、线下依旧营业仍是餐饮业
面临的一大问题。在餐饮O2O企业看
来，线上简单易管，只要严查平台即可，但

平台下线了，线下店却存活得好好的，希
望能够一视同仁。食药监部门相关人士
称，无证经营查处存在难度，行政执法和
公安执法有很大不同。接下来会加强与
各级部门间的配合协作，对网络食品经营
监管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就查
处一起，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早餐工程多鼓励坐商

在餐饮行业，早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业态，对消费者来说是刚需，对餐饮经营
者来说，在人力成本和租金居高不下的情
况下，客单价较低的早餐很难实现盈利。
就北京目前的早餐消费情况来看，广大上

班族匆匆忙忙的早上一般在路边的摊贩
处买一些豆浆、包子解决；地铁出口外，尤
其是中关村、国贸等繁华商圈的地铁站
口，常年聚集着无证无照的小摊贩售卖煎
饼果子、鸡蛋灌饼等。实际上，这些小摊
贩在卫生上难以保障，在城市管理上，流
动摊贩也让管理部门头疼。

2015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
了《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
计划》，其中明确要求加快便民早餐服
务体系建设，2017年底前，全市新建或
改造300家固定早餐门店，发展150家
具有早餐服务的连锁便利店，符合早餐
经营示范店、规范店标准的早餐网点
达到 1500家以上。段凯云介绍，除早
餐车之外，北京市对现有的餐饮店进
行装修或者其他方面的补贴，鼓励他
们进行早餐经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放心的早餐，但是餐饮经营者也面临
着实际的困难，“如果只做正餐和晚餐，
安排一班工作人员就够了，如果加上做
早餐，就需要两班人员，而人力成本现
在越来越高”。

北京街头巷尾越来越密集的便利店
也成为早餐的一个承载体。过去由于受
硬件设备的限制，便利店一般不具备出售
现烹食品的资质。但随着早餐示范工程
的进一步深入和消费者对早餐的巨大需
求，北京市在2013年逐步开放了便利店
加载餐饮的资质，便利店早餐的增加也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固定门店早餐的品
类。与固定门店相比，便利店提供包子、
粥、茶鸡蛋、煎饼、黏玉米、关东煮等速食
食品，购买方便快捷，相对节省时间。但
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北京市对便利店加
载早餐也提出了众多要求：社区连锁便利
店每天早餐营业供应时间应在7点以前
开始；早餐食品实行统一配送、进货，在店
内只能进行加热等后期加工等。

（中经网）

标准出台在即 餐饮业监管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