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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于23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2018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
况。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局长广德福表示，今年以来，在切实抓好
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充足供给的同时，
坚持“产出来”“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
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呈现了稳中向好的
态势。

数据显示，农业农村部在一季度国家
农产品安全例行监测中，共监测了31个
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153个大中
城市、452个蔬菜生产基地、156个生猪屠
宰场、463个水产暂养池、82个水产品运

输车、1494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和超市，抽检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等四大类产品78个品种，9686个样品，
监测农兽药残留等参数122项，抽检总体
合格率达97.3%。其中，蔬菜、水果、畜禽
产品和水产品的抽检合格率分别为
96.2%、96.9%、98.3%和98.6%。

广德福表示，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方面，农业农村部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首先，进一步扩大了监测范围，重点增加
了农药和兽用抗生素等影响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的监测指标，监测参数由2017
年以前的94项，扩大到今年的122项，增

加参数的比例达到30%，监测工作的科学
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增加。

其次，农业农村部持续跟进监管措
施，已将监测结果通报各地，对合格率较
低省份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对监测发
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跟进开展监督抽
查，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单位
和经营主体。同时，加大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衔接的力度，严防严管严控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第三，农业农村部新批准发布了《农
产品分类与代码》等68项农业行业标准，

按照重心下移、程序简化的要求，稳步推
进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改革，优化产品
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推进优质“产出
来”。据了解，一季度新认证无公害农产
品4905个，绿色食品4504个，有机农产品
1618个，新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135个，
目前农业农村部“三品一标”的总数已经
达到12.1万个。

广德福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
续加快推进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发
展，满足消费市场对农产品多样化、绿色
化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
优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和中国营养学会18日在北京联合
推出《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力争
到 2030年全国人均盐摄入量下降
20%。这是中国首次推出减盐指南。

据介绍，减盐指南工作组从2016
年开始研究指南的起草工作。目前
形成的《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建
议食品企业作为减盐工作的实践者
应本着循序渐进、分段实施、重点突
破的原则，以2016年调查的各类食品
钠含量分布现况为基准，逐渐实现到

2030年加工食品钠含量平均水平降
低20%的目标。食品企业可参照同
类食品钠含量的平均水平和分布状
况，通过改善工艺、口味调节等多种
技术减少钠盐用量，达到行业整体下
调盐用量的目标。

专家表示，减盐行动已经成为全
球控制慢性疾病的共识。目前，全球
已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启动了全国性减
盐指南或行动。大部分国家在加工食
品、食品标签、大众宣传等方面采取了
系列减盐措施。其中，英国、芬兰、澳

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减盐行动已初
见成效。

中国是世界上食盐摄入量最高的
国家之一，尽管多年来不断进行减盐
的宣介教育，但人均盐摄入量仍高达
10.5克/天。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加工食品进入生活，盐的
来源已从家庭烹调用盐向加工食品转
移。专家指出，虽然食品工业积极参
与和实践是减盐工作成败的关键，但
全社会的共同协作、多方支援才能取
得实质性进展。 （中新网）

“从关注安全到‘安全与
健康并行’，‘三聚氰胺事件’
十年后的中国食品工业，已
站在一个更坚实的起点上。”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
长孟素荷在4月19日举行的
2018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
大会上这样说道。

2008-2018年，“三聚氰
胺事件”的发生已有十年。
孟素荷感慨到，这一事件使
中国食品工业猛醒，并由此
加快了夯实科学基础，提升
中国食品安全水平的脚步。

十年间，国家《食品安全
法》的颁布、企业产业链安全
的建设由弱到强、大数据支
持下对进出口食品及区域性
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有了重
要进展。在中国食品科技界
的共同参与下，国家风险评
估、风险交流体系形成有效
的科学积累，舆情环境逐渐
向好。

同时，中国食品工业体
系愈发健康稳健。孟素荷提
到，中国食品工业体系产值
由2008年的4.14万亿，增至
2017年的10.52万亿，十年间
增长了 1.54倍。更可喜的
是，在全球体量最大的食品
消费市场上，2017年国家食
品 安 全 抽 检 合 格 率 达 到
97.6%，较2014年的94.7%提
高了2.9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食品人在经
历‘三聚氰胺事件’十年时间
后，向人民交上的一份还算
合格的答卷，更是中国食品
工业由大到强的重要历程。”
孟素荷说。

在持续九年专注于中国
食品安全问题之后，随着人
民健康与安全意识的提升，

食品安全的触点更多、更复杂。因此，孟
素荷表示，科技在未来食品安全与健康评
价中，将被更多聚焦。

“中国人营养与健康水平的提升，既
要靠科普的力量，引导占饮食消费70%的
家庭厨房及餐饮行业的健康意识提升并
做出改变，也有赖于占30%的中国食品
工业快速而有效的健康转型。”孟素荷这
样说。 （中经网）

本报讯 胡昊“万丰餐饮特色街”
坐落在北京丰台区万丰路，街区总长
度约1600米，全街能同时容纳两万余
人就餐。自2007年第一家餐饮企业入
驻开始，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
餐饮服务单位84家，目前，这条街区已
经成为丰台区地标性的美食街。

为进一步提升万丰路餐饮街食品
安全整体水平，保障来此就餐的消费
者饮食安全，根据市食药监管局的统
一要求，去年以来，丰台区食药监局餐
饮科和卢沟桥乡食品药品监管所有效联
动，全力推动“阳光餐饮”工程建设，通过
加强餐饮业质量安全监管，推进餐饮服
务单位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食品加工操
作过程可视化，不断提高街区餐饮业质
量安全水平。2017年11月21日，北京市
餐饮行业协会举办的首批“北京市阳光
餐饮示范街区”颁牌仪式上，丰台区万
丰路荣获首批“阳光餐饮示范街”。

4月25日，笔者跟随北京市食品
安全示范区创建评估小组走进示范街
区，探寻餐饮企业如何晒出“舌尖背后
的故事”。

正值午间用餐高峰时间，监管人
员陪同检查组走进一家大型的连锁经
营餐饮单位，厨师们正在热火朝天的
忙碌着，择菜、洗菜、切菜、煎炒烹炸、
装盘，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着。而在离后厨数墙之隔的大厅内，
一个电子大屏对他们加工操作的每一
个环节进行“现场直播”，6个分切画
面让灶台、洗碗间、切配区等厨房“重

地”都一览无余。不少在排队等待的
食客们都饶有兴致的在观看着大屏。

卢沟桥乡食药所常务副所长孙金
华介绍到：现在万丰路餐饮街所有的
餐馆，已经全部实现了阳光餐饮，每家
每户在显著位置都有大屏在用餐时间
向公众展示后厨烹饪情况，在推进这
项工程过程中，食药监部门采取了四
步走的工作思路，一是通过制定下发
《卢沟桥乡“阳光餐饮”工程工作实施
方案》，确定领导、分工、工作重点，二
是专门召开3次大型“阳光餐饮”工程
培训会，工程推进期间工作人员逐户
上门对建设单位进行现场指导，确保
各阶段建设目标如期完成。三是做好
“阳光公示”，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将企
业资质、员工健康证、食材进货渠道、
日常检查记录等信息统一格式，在店
堂显著位置向消费者公示。同时，将
食品供货商资质、企业内部培训、餐厨
垃圾处理、餐饮具消毒、进货台账、肉
类检疫票据等信息资料定期归集，整
理成册。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向辖区公
众各类“阳光餐饮”工程宣传材料5000
余份，利用商超内的大型LED屏不间
断播放“阳光餐饮”工程宣传片。在万
丰路设置18个“创区—阳光餐饮”宣
传栏，详细介绍“阳光餐饮”工程的内
容和意义，让消费者更加深入了解“阳
光餐饮”工程，关注“阳光餐饮”工程。

“截至目前丰台区共有2600余家
餐饮单位实现了阳光餐饮，建设率已
经超过辖区餐饮单位总数的50%，卢

沟桥乡地区“万丰特色餐饮街”、“恒泰
广场”、“银座广场”等餐饮消费集中
场所全部实现了阳光餐饮，除了在餐
馆内部大屏观看后厨情况，很多单位
也将后厨信息实时上传到APP，基于
此平台，消费者可以查询餐饮企业的
证照、实时查看后厨情况、企业量化分
级等；餐饮企业可以宣传自主品牌、推
荐菜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孙金华
所长边说边拿出手机，打开了一款名
为“北京市阳光餐饮”的APP软件，大
厅里电子显示屏上的内容清晰的在手
机上呈现，“目前丰台区共有600多个
后厨探头已经接入了这个APP后台终
端，万丰路除了个别餐馆在做探头技术
调整，其余80%以上的餐饮单位都可以
通过手机来“秀”后厨了。”

据悉，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根据市局的要求，在“信息阳光”、
“过程阳光”、“阳光评价”的基础上，引
入“阳光管理”和“阳光惩戒”措施，每
月定期邀请媒体、公众代表作为“阳光
监督员”参与到监管部门日常对餐饮
单位后厨的检查，同时要求每家餐饮
单位设置公众意见薄，广泛征集各方
对辖区食品安全的意见和建议。在日
常监管过程中，监管人员将加大对餐
饮单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检查力
度，及时向社会公开违法信息，要求被
处罚单位在信息公示栏作出至少一个
月的违法行为处罚公示，真正做到让
餐饮的各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让消
费者吃得安心，放心。

农业农村部：

“产”“管”两手抓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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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提出食品工业减盐策略

丰台区万丰路阳光餐饮示范街成为地标性的美食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