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不会凭空开启，而“中
国品牌日”之诞生，也是基于历
史的逻辑。去年6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
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品牌是
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
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
的升级方向。当前，我国品牌发
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产品质
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企业诚
信意识淡薄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既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设
立“中国品牌日”的历史缘由。

“品牌发展严重滞后”，用一
种常见的说法表述就是“产品大
国、品牌小国”。“小”到什么程
度?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
公司Interbrand自2000年开始，

每年公布一次当年“全球最佳品
牌”100强榜单。在2013年之前
的连续14个榜单中，从无中国
品牌的名字。直到2014年华为
以第94位的名次入榜，才结束
了这样的尴尬。2015年和2016
年联想也加入进来，榜单中有了
两个中国品牌。不过，即使有这
两个中国品牌撑面子，也未改变
“品牌小国”的现实。要知道，在
这个榜单上，美国品牌有52个，
德国有10个，法国有8个，日本
有6个。

数字无情，却也最具说服
力。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只有
加快品牌建设步伐。事实上，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的重要论述，就已经为我们指明
了方向。“三个转变”的提出，从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指明了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前进方向
和实现路径，廓清了建设质量强
国的宏大目标和具体要求，是我
们做好新形势下中国品牌建设
工作的行动纲领和重要遵循。
因此，品牌界一致认为2014年
为“中国品牌元年”。也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品牌界呼吁将5月
10日设为“中国品牌日”。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加强品
牌建设工作，设立“中国品牌日”
无疑是一个好抓手。《意见》也提
出，要通过这样一个节日，大力
宣传知名自主品牌，讲好中国品
牌故事。鼓励各级电视台、广播

电台以及平面、网络等媒体，在
重要时段、重要版面安排自主品
牌公益宣传。定期举办中国自
主品牌博览会，在重点出入境口
岸设置自主品牌产品展销厅，在
世界重要市场举办中国自主品
牌巡展推介会，扩大自主品牌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然，培育更多有实力的中
国品牌，设立“中国品牌日”只是
一个触发和唤醒，真正讲好品牌
故事，还得有真故事，而这一切
必须基于实实在在的行动。要
知道，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品牌
需要产品质量支撑，因此，必须
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用实际行动
打好质量基础，构建中国自主品
牌的高质量平台，这是品牌建设
的基础;我们看到，真正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巨头企业，多是科技
型企业，这向人们表明，核心技
术是品牌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所
在，而用实际行动抓好科技创
新，也正是品牌建设的关键；品牌
的建设和培育既需要企业自身夯
实基础，也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努力形成全社会都
重视、关爱、维护自主品牌的良
好氛围，这是品牌建设的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品牌生
于市场，也应当长于市场。国家
对于品牌的重视代表的是政府
的一种态度，但这些品牌究竟能
不能经历风雨，长大成材，还是
要靠市场的力量，靠企业主体的
努力，靠市场的竞争机制，靠消
费者的最终选择。

（来源：中国质量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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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 中量

今年年初，习近平同志
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
须抓得紧而又紧。各级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全面做
好食品安全工作，增强食品
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
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和能力。贯彻落实习近平同
志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
决策部署，解决食品安全问
题，促进食品安全形势根本
好转，需要着力推进食品安
全治理现代化。食品安全治
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
理方式三个方面展开。

治理视角：分段与全程联
动。长期以来，我国对食品安
全采取的是分段监管模式，即
相关政府部门分别负责监管
食品供应链上的某一个环
节。在实际运行中，各部门、
各环节之间往往缺乏良好的
沟通和联系，造成初级农产品
提供、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
消费的完整链条被人为切割，
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难
以形成监管合力。应当认识
到，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
与风险可能存在于这一链条
的每一个环节。因此，食品安
全治理不仅要对各环节实行
分段监管，更要对整个过程进
行全面规制。应建立食品安

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动态
监管模式，确保食品“来源可
追溯、去向可追踪”。一些发
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准确掌
握各个环节的信息，进而确定
具体责任者。我国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规定要建立食品
安全全程追溯制度。不过，我
国目前只在少数主要城市初
步建立了肉类和蔬菜等的追
溯体系，覆盖面还不广。今
后，应加快扩大覆盖区域和种
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保证食品可追溯。

治理主体：外部与内部
结合。以往，在食品安全监
管领域，常常是政府部门唱
独角戏，生产企业只是单纯
的被规制者。然而，食品是
由企业生产出来的，企业可
以说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
卡。如果企业自身建立了有
效的质量监控体系，很多食
品安全问题就可以避免。否
则，完全靠政府部门监管，难
免百密一疏，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幅上升。
因此，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合作，强化企业的自我规
制，进而实现治理主体多元
化，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有效途径。具体而言，应强
化企业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
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加强企
业食品安全控制体制机制建
设，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

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食品出
厂检验记录制度等，并在此
基础上加强食品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检
查。这样就能构成一个衔接
紧密、运行有效的监管网，把
很多食品安全事故消除在萌
芽状态。

治理方式：刚性与柔性
并重。过去，政府部门通常
依靠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方式
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这是
必要的，但容易使被监管者
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合
作。适应人们法治意识、参
与意识增强的实际，可以考
虑采取一些体现合作意识、
具有柔性色彩的新型治理方
式。比如，监管部门可以通
过奖励的方式，鼓励企业强
化食品安全控制，鼓励群众
积极进行举报；监管者可以
与被监管者通过协商的方
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就
食品安全指标和监管作出约
定，允许企业结合自身实际
作出灵活有效的安排。这种
基于双方合意而达成的柔性
治理方式既具有约束力，又
比较灵活；既可以节约政府
监管成本，又可以调动被监
管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助
于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效果最
佳化。（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针对媒体关于“万吨小麦被
忘7年变质”的报道，中国储备粮
管理总公司官方微博8日刊发声
明称，2014年6月，该批小麦经有
关部门组织定向拍卖销售后，金
硕公司因自身利益未得到满足，
拒不出库。中储粮总公司派出
的专门工作组已抵达河南南阳。
（5月9日第一财经）

1.62万吨小麦眼睁睁地看着变
质，无数网友大叹可惜，无论是从爱
惜粮食的公共道德，还是从粮食紧
张的世界现状，如此浪费大不该。

笔者有几个疑问：其一，1.62
万吨小麦，于2010年由河南分公
司所属南阳向东直属库光武分库
委托金硕公司收购。直至2014年
6月拍卖，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
中储粮光武分库对这批粮食既不
派人依规管理，也不支付租赁费，
这批粮食当时是什么质量？是不
是已经开始霉变，质量变差？中
储粮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其二，
“金硕公司因自身利益未得到满
足”，与金硕公司举报中储粮拖欠
租赁费基本契合，那么为什么会
拖欠，究竟是租赁合同还是保管
合同？套取国家粮食拔付储粮专
项资金上千万元是否属实？其
三，既然是拍卖了，拍卖款是多
少？买方是谁，为何也对这批花
钱购得的粮食无动于衷，全然不
采取措施，任其悄然霉变？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少，十几
亿人的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
事，储备粮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粮
库是国家为了保障农民生产积极

性、满足粮食需求，平抑物价的
“蓄水池”，作用巨大。中储粮在
搞好国家粮食储备、服务国家宏
观调控、维护粮食市场稳定、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肩负重
大职责。数量真实、质量良好、严
格管理、储存安全是国家对其的
基本要求。打开中储粮的官网，
“国家责任”“农民利益”赫然在
目，并因“完备的管理规章制度和
工作流程规范而成为行业的标
杆”，但万吨变质粮食暴露出管理
混乱、监管缺位、责任缺失的央企
痼疾，俨然是在自掴耳光。

或许该事件中牵涉到中储粮与
金硕公司的合同、违约等纠纷，成因
复杂，但作为一个专管粮食的央企，
浪费粮食就是渎职甚至犯罪，万吨
小麦变质不能一句“拍卖”了事。

从河南农民被拖欠11年卖粮
款到中储粮光武分库巨额保管金
去向不明，从2013年大庆市林甸县
中储粮直属库的大火到如今的光
武分库万吨粮食变质，多年来中储
粮粮库管理不断曝出问题，特别是
在反腐倡廉、严格管理、整顿作风
的高压态势下，万吨粮食变质是一
个极其恶劣的失职渎职乃至犯罪
示例，触目惊心。我们既不能只听
金硕公司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任
凭中储粮粮库自说自话，监管部
门当紧急介入追查，得过且过、失
职渎职的“孙连成”当严厉追责，
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丁义珍”
更该依法严惩，决不能容忍粮库
“硕鼠”侵吞国家财产，敷衍塞责，
危害粮食安全。

推进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
□ 何莉

5月10日，第一个“中国品牌日”，是注定要写入历史的重要日子。
不久前国务院决定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我国对

品牌的重视已经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的品牌建设由此将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浪费粮食是渎职是犯罪
□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