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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
综合治理。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药精准
高效施用。加快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新品种研发和推广，实施高毒、高残留农
药替代行动。实施兽用抗菌药治理行动，
逐步淘汰无残留限量标准和残留检测方
法标准的兽药及其制剂……《“十三五”国
家食品安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坚持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原则，对食用农产品
源头治理作出战略规划和实施部署。落
实《规划》，严格源头治理要先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作出明
确指示，提出具体要求。在2013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食
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
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2016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体制，加强统一性、权威性。李克

强总理强调：要切实发挥食安委统一领
导、食安办综合协调作用，坚持源头控制、
产管并重、重典治乱。《“十三五”国家食品
安全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食品安全源头治理的部署
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具有涉及监管部门多、
责任链条长、安全节点分布广等特点，只
有地方政府切实担当起属地管理责任，才
能把源头治理的各项任务指标落实到位。

标准既是行业“通用语言”，也是“生
产之法”，它与法律、法规、战略、规划等一
样，都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要素。提高农业
标准化水平，从本质上讲就是提高食用农
产品源头治理水平。《规划》要求，继续推
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园艺作物标准园、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水产健康养殖
场建设。支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品牌农
产品发展，提高安全优质品牌农产品比
重。建立健全畜禽屠宰管理制度，加快推
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养殖业保险联
动机制建设，加强病死畜禽、屠宰废弃物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强粮食质
量安全监测与监管，推动建立重金属等超
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推动农产品生产
者积极参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信息平台运行。开展肉类、蔬菜等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的地区要加快建立高效运
行长效机制。

食品安全源头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作，历史欠账多，新旧矛盾叠加，治理
任务十分艰巨而繁重，这就需要借鉴先进
的工程管理工具，切实加强源头治理“施
工期”的管理，避免《规划》成为“画饼”。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
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规划》把食用农产
品源头治理工程细分为五个分工程，分别
提出了刚性指标。农药残留治理工程要
求，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到30%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兽
药残留治理工程要求，新研发和推广低
毒、低残留新兽药产品100种，淘汰高风
险兽药产品100种；动物产品兽药残留合

格率保持在97%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推
广工程要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90%以上，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达到
60%以上，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1.5亿亩，机械施肥面积占主要农作物种
植面积的40%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
率达到40%以上。农业标准化推广工程
要求，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场）全部通过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登记，
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面积达到300万公
顷，绿色食品种植基地面积达到1200万
公顷。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要求，完
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提高
基层监管能力。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食品
安全源头治理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一
锤接着敲、一件一件接力干，久久为功、锲
而不舍，钉出改变、钉出实效，把《规划》描
绘的食品安全源头治理蓝图早日变成现
实。 （摘自中国医药报）

近年来，随着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发
生，导致有些人对国内传统食品不信任，他
们逐渐把眼光投向进口食品。“进口食品”一
词在很多消费者心目中不但是品质生活的
象征，更是食品安全的保证。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洋食品”也暗藏猫腻。

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日本核辐射食
品流入国内。深圳市食药监管稽查部门发
现，国内涉嫌销售日本核污染食品的网上商
家初步统计已达13000多家。

无独有偶。近日，天津监督销毁了
61200瓶进口自印度尼西亚的柠檬汁饮料、
约42千克进口豆奶、近44000千克进口自爱
尔兰的不合格牛奶，并退运了360千克进口
自韩国的固体饮料。

3月10日，杭州开展进口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102包肉干牛肉丸因货证不符被下架。

来自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十二五”进
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称，“十二五”
期间，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5年来共检
出不合格食品6.8万吨、价值1.5亿美元，来
自109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种类的进口
食品，均有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情况。

造成问题“进口食品”的原因众多。相
比本土食品，跨境食品供应链更长更复杂，
食品原料生产、成品加工、运输储存等各环
节已超越了国界。而在国内销售的“洋食
品”，也存在不法商家故意将“到期日”标示
为“生产日期”、未经检验检疫而私自进口到
境内、未办理生产许可却擅自加工食品等安
全隐患。这些问题给跨境食品质量安全保
障带来严峻的挑战，消费者购买时也需要擦
亮眼睛，谨慎挑选。

首先，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
目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购买渠道日趋多样
化，从跨境电商的保税进口、直购进口，到

“海淘”、海外代购、出国回来随身携带等，但具备条件的消
费者应尽量从自贸区直营店、大型购物超市等正规渠道购
买。

其次，为了保证购买的是合格的进口食品，在购买时可
以向销售者索要检验检疫证明，正规渠道进口合格的进口
食品上架销售时不仅要有中文标签，更重要的是经检验检
疫后，检验检疫机构会出具检验检疫证明，消费者可向经销
商索要其复印件，以核对购买的进口食品信息。进口食品
的检验检疫证明文件就像人的“户口”一样注有重要的基本
信息。

此外，尤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在选择进口食品时不宜盲
目信任，潜意识就将进口食品和标准严、质量高画等号，必
须擦亮眼睛理性对待，仔细甄别，注意核对生产日期与保质
期，遇到内容不符或质量问题多咨询，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身健康和合法权益。

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凸显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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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无法在工作日回家给孩
子做饭，学校周边的一些“小饭桌”就成了家长的首
选，但目前各类“小饭桌”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加强
对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管理，从2017年起，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该市学生“小饭桌”
实行备案管理制度，日前，该局颁发了首张学生“小
饭桌”食品安全备案证。

近年来，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再加上
路程远、午休时间短等原因，以提供午饭午休为主要
服务内容的校外“小饭桌”作为一种新生服务行业在
各地迅速盛行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小饭桌”的
出现便利了孩子们的就餐和休息，为那些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的家长减轻了不少负担，解决了家长的后
顾之忧，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
题，因而受到了社会多方的欢迎。

然而，就目前而言，“小饭桌”服务大多存在“小、
隐、散”的问题，即规模小、较隐蔽、布局分散，卫生条
件差、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膳食营养不均衡、部分
属于无证经营等。因而，“小饭桌”在经营管理上，无
疑存在较大的监管“盲区”，对政府管理部门来说，是
一个亟须填补的空白。

其实，每年中小学开学初，教育部门和学校都会
强调校外“小饭桌”的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但因为学
生家长有切实需要，“小饭桌”还有生存空间。由于
对“小饭桌”的监管涉及工商、消防、教育、食品药品
监管等多个部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相关部门明

确规定“谁来管”“怎样管”等问题，即便是检查，也是
“九龙治水式”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监护责任不
明确，致使“小饭桌”监管成真空，乱象丛生。

在此情况下，呼和浩特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该
市学生“小饭桌”实行备案管理制度，以及对未经备
案仍从事学生“小饭桌”食品经营活动的，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查
处取缔，无疑是必要的，利于源头上杜绝“小饭桌”食
品安全问题。诚如领到呼和浩特市首张学生“小饭
桌”食品安全备案证的经营者所表示的：“学生小饭
桌食品安全备案证的颁发，时刻提醒我必须认认真
真经营好‘小饭桌’，对孩子们负责。”在此，笔者也为
之点赞，因为这样一个政策，不仅仅是在规范当前水
平参差不齐的“小饭桌”，更是为广大家长吃了一颗

“放心丸”。
诚然，要让“小饭桌”成为孩子及家长的“放心

桌”，仅靠实行备案管理还不够，还需要规范化管理
及常态化监管发力。一方面，国家或省区要尽快出
台规章、条例、意见、办法等行业规范，确定统一规范
的名称，建立准入经营制度，通过制定行业管理规
范，设置市场准入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对“小饭桌”
布局设置、设施配置、基本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
全、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做出具体明确规定，使“小
饭桌”逐步走向规范化、合理化。

另一方面，要遵循“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原
则，由食药、卫生、教育、工商、公安消防等主要部门

在明确责任分工的前提下，联手协作，
加强管理。同时，建立“小饭桌”管理
联席会议制度，将分散监督和管理的
力量整合起来，强化“立体式”政府监
督，进一步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
的职责，共同对“小饭桌”实行“大管
理”。另外，政府还应督促落实监管责
任，只有把政策和规定落到实处，建立
完善的监察体系和监督管理平台，让
全社会都参与到监督队伍中来。

除了强化监管责任外，政府还应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设社区公共服
务托管模式，充分利用社区闲置资
源，政府面向专业非营利组织购买

“小饭桌”服务，服务社区内的中小学
生。鼓励有条件的学校设立校内“小
饭桌”，从统一餐饮结构、统一营养配
置、开展卫生防疫、开展安全教育、统
一教育辅导的角度，解决学生的现实
需求。

（廖海金）

“小饭桌”亟须“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