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下午，第十四届食
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在京召开，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处长许成磊
出席并发言。

许成磊结合当前食品安全
违法犯罪的现状和形势，对怎么
样更好地打击治理，作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介绍：

一是作为公安机关来讲，这
些年一直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落实食品安
全“四个最严”的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食品安全法，结合自己的工
作职责，高扬利剑，保持了对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
势。

今年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一
周年，这一年以来，公安机关按照
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持续开展了
一系列的打击行动，特别是在延
续了前几年集体打击行动，深化
公安的打击工作。部署各地开展
了食品药品打假行动，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
更有利的打击态势，对公安机关
来讲，是以重拳打击作为出发点
和着力点。通过在侦办一系列的
案件中，加强扁平化的指挥。当
前传统的违法犯罪、食品领域传

统的犯罪手段和新型的犯罪手段
是并存的，网上网下勾连，境内境
外勾结。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迅速
的发展，食品的安全问题也有很
多在网上得以充分体现。从侦办
案件来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
问题在互联网上发展速度非常
快。这也给公安机关打击带来了
很大的难度。犯罪的无国界、跨
区域、辐射范围广的特点，怎么样
有效地整合力量进行有力的打
击，对公安机关来讲这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立
足于职能作用，打破地区的分割、
打破界限、实行警种联动、部门联
动、区域联动等来统一协调指挥，
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类案件的地下
利益链条坚决铲除。

二是注重部门联动，特别是
和行政执法部门形成一个联合
的打击合力。去年年底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两家
牵头，最后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一个《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行政
司法衔接的工作办法》，是专门
针对当前食品药品领域，特别是
食品领域，在执法工作中面临的
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而提出的
一个具有解释司法性质的司法
文件。对包括案件的管辖、犯罪
数额的计算、案件的定性、食品
里面涉及到《刑法》中认定的问
题等，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在打击食品犯罪之中常
常面临到的鉴定机构难找、鉴定
费用高、鉴定结论难出、涉案产
品的处置难等这些实际的执法
难题，在这个文件里都得到了回
应，解决了食品安全领域在行政
执法和行政司法衔接中的一些
突出的问题。对此，要求各地结
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地的
情况，加大执行的力度，创造性

地开展一些工作。《办法》实施不
到一年，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
关主动移送案件的线索比例是
稳步上升；部门协作机制日益健
全。特别是鉴定检测等问题在
大部分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解
决。下一步，公安部计划年底和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及检察院，三
家联合对《办法》的贯彻和执行
情况开展一个督导检查，目的是
要促进《办法》真正落地生根，更
好地形成部门的合力，维护好食
品安全。

三是注重源头治理，源头的
治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政府在这
一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一个问题，特别是潜规则的违
法犯罪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宽，涉
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存在的时间
也较长，很多的问题必须通过加
强综合的治理，源头的治理，才
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和遏制这类
违法犯罪。这几年，公安部推进
打击地沟油犯罪、事务性犯罪，
从根本上减少了这类违法犯罪
的发生。

四是社会化。社会化强调
的是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系统治理。第一，因为这
个工作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
持。特别是涉及到和行政执法
部门的监管，五个部门的联合办
法，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加强。
第二，加强和互联网相关的企
业，警企合作。发挥好、利用好
各自的优势，形成工作的合力，
及时地发现网上的违法犯罪，及
时查处，真正形成一个联动机
制。第三，源头治理的措施，机
制处理及食品安全在网上怎么
加强有效地监管，包括动态的管
理、发现问题怎么从源头上进行
治理。

11月19日下午，第十四届中
国食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在京举
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出席
论坛并发言。

郑风田表示，近年来，食品安
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其中，县乡基层的食品安全力量
也在慢慢地配齐，各种监管政策
不断出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家从政府方面也对食品安全做
了很多工作，包括食品安全抽检
以及抽检信息的实时公布等。但
食品安全监管任重道远，仍存在
需要改善的不足之处。论坛上，

郑风田从温饱向小康过渡时期对
食品需求的角度，分析了食品安
全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出现问题，
未来食品工业将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等内容。

郑风田指出，中国有14亿人
口，食品安全涉及方方面面。随
着法律法规的健全，打击力度的
加大，食品生产经营者需严守法
律法规、诚信经营，法律虽严但也
有很多发展机遇。

过去，我国农业生产只重视
量而忽视了质，所有的加工也是
不断地转化，数量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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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教授郑风田：

11月19日下午，第十四届中
国食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在北
京召开，江西省农业厅副巡视员
张跃远出席并发言。

张跃远介绍，近年来，为把
江西的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农
业发展优势，江西紧扣“打造全
国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
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绿色生
态农业，着力培育“生态鄱阳湖、
绿色农产品”品牌，绘就江西农
业“绿富美”的新画卷，奏响江西
农业“绿色崛起”的新乐章。在
工作中，江西着重在“四个更加”
上下了功夫：

一是推动更加有力。先后
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生态农业
十大行动的意见》《江西省绿色
食品产业延伸链发展规划》等打
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同时
省委、省政府将绿色生态农业、
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到全省科
学发展考评体系，连续3年向各
设区市和省直管试点县（市）政
府下达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书》，以考核绩效促发展实效；创
建了3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和15个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
范县。特别是今年3月，江西省
被农业部列为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

二是体系更加完善。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制定了以绿色农产品为主体的农业
地方标准309项，连续2年组织开展了农产品检测技术
“落地培训”，形成了“乡速测、县定量、市监督、省预警”
的检测工作格局，在全省范围启动了农产品质量监管追
溯体系建设，省级追溯平台目前已上线。

三是监管更加严格。落实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
责任，有效把住了农资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三道关
口。近3年来，组织各类农产品抽检46万多批次，有效
杜绝了禁用药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产品生产
环节。与此同时，深入实施绿色生态农业十大行动，强
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是推介更加有效。近年来，江西省大力发展
“三品一标”农产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重点打造
了“四绿一红”茶叶、“地方鸡”、“鄱阳湖”水产品等农
产品品牌，先后在上海、深圳、香港等地举办了“生态
鄱阳湖、绿色农产品”为主题的系列展销会、推介会，
通过电子商务、展示展销、专业市场、物流配送、媒体
广告等多种形式，加大农产品品牌推介力度，提升江
西绿色生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美誉度。

今年8月22日，江西省被中央确定为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对江西省加快发展
绿色生态农业带来重大意义。以此为契机，保持定
力，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大力实施绿色生态农业“十
大行动”，全力打造“五个江西农业样板”，推动传统农
业大省加快向现代农业强省转变。

首先是着力打造农业环境“江西样板”。念好
“控、减、提”三字经，守护好江西绿水青山。加快建设
一批旱涝保收、稳产增产的高标准绿色生态农田。

其次是着力打造农业基地“江西样板”。高标准、高
起点建设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到
2020年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的
50%以上。 下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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