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首都食品安全

02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我国农产品质量向好向优

构建完善的农业质量
标准体系，实现农产品生产
有标可依、产品有标可检、
执法有标可判

“在监测参数增加近30%的
情况下，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
达到了97.1%，说明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保持了较好的发
展态势。”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局局长广德福指出，
今年扩大的检测参数范围主要
是增加农药和兽用抗生素等影
响农产品安全水平的监测指标，
使监测的科学性、有效性、权威
性、涵盖性进一步增强。

质量兴农，标准先行。截至
目前，农业农村部共制定发布农
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2695
项，其中国家标准6678项，农业
行业标准6017项，国家标准中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4140项，兽
药残留限量标准1548项，饲料
安全标准67项，检测方法等标
准757项。目前制修订的农兽
药残留限量标准，基本覆盖了常
用农药兽药品种和主要食用农
产品种类，并增加了100倍的安
全阈值，与国际食品法典在制定

方法上保持一致。
在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农

产品，该如何处理？广德福表
示，对问题产品，采取零容忍态
度。对存在问题较多、合格率较
低的省份进行重点督办，对不合
格产品采取禁止入市销售、监督
销毁和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坚决
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
深入开展农药、“瘦肉精”、兽用
抗生素等7个专项整治行动，加
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据
统计，上半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149万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企业
76万家次，查处问题22877起，
责令整改8957起，严防、严管、
严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农业农村部将围绕农业高
质量发展，继续在农业标准体系
建设上加大工作力度。要加大
绿色标准体系的建设，把健全质
量标准体系和推进标准化生产
作为质量兴农的重要措施，抓紧
构建完善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
努力实现农产品生产有标可依、
产品有标可检、执法有标可判。
同时，为高质量农业、品牌化农
业提供技术支撑。

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构建追溯管理长效
机制

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受到消费者广泛关注。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是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
一个重要措施。目前，国家追溯
平台试运行平稳，数字监管、机
器换人等新的智慧监管方式方
法在地方积极涌现。去年6月
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
台成功建立，并在四川、山东、广
东三个省上线试运行，不断优化
完善平台的功能和设计。农业
农村部也已印发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办法，制定了国家追
溯平台主体注册、标签使用等5
项配套制度和7项基础标准，谋
划建立追溯实施的保障机制。

追溯管理是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广德
福表示，当前要重点抓好规模生
产经营主体，以点带面，逐渐扩
大，加快推进国家追溯平台的推
广应用。针对当前我国农业生
产小而分散、上市食用农产品身

份不明等问题，农业农村部反复
论证，提出建立与市场准入相衔
接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并
在浙江、山东等六省开展了试
点，推动生产经营主体采取一系
列质量控制措施，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战场
在基层。2014年，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创建首次启动，首批创建了
107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017年确定第二批215个创建
试点单位。农业农村部将加强
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
快建立合格证与市场准入的有
效衔接，通过追溯和合格证制度
的双管齐下，共同推进构建从田
头到餐桌的全链条无缝监管机
制。质量安全县的创建是当地
的一个金字招牌，但不是一劳永
逸，需要进行动态管理。目前，
农业农村部正在抓紧编制《国家
质 量 兴 农 战 略 规 划（2018—
2022）》，积极谋划质量兴农支持
政策，建立一套与实施质量兴农
战略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评价体
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进一
步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从这几年安全县的创建来

看，确实达到了效果。首先是调
动了属地管理的积极性。各地
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投入，质量安
全监测水平普遍提升2个百分
点以上。其次是群众满意度也
提升16个百分点。安全县农产
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平均达
到99.1%，比全国水平高出两个
百分点。

加强区域合作联动，发挥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与北京
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北京农产
品绿色优质安全示范区合作协
议，推动36个大中城市共同发
布质量兴农倡议书。农业农村
部还组织全国31个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单
位交叉互查，保持创建的科学性
和公正性，并对安全县创建单位
农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展定
期培训。今年是我国首个农业
质量年，区域合作联动、齐抓共
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态势正在
形成，纵向到边、横向到底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示范引领作
用正在各地显现。

（人民日报）

本报讯 为加强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违法违规行为，
近日，东城区质监局配合市质监局
稽查总队开展 2018年度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专项监督检查，对辖

区内一家食品检验机构进行现场
检查。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了该单位的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相关的资质证书，
并抽查该单位两台仪器的计量认证
情况，检查未发现问题。

东城区质监局将继续配合稽查
总队对本辖区内检验检测机构进行
专项检查，要求获证机构增强主体责
任意识、风险意识和诚信意识，合法
合规开展检验检测活动。

（东城区质监局供稿）

本报讯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
周年之际，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为
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选树先进典型，激励全系统各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经过
推荐和评议，市工商局党组决定：授予市
局登记注册处和中关村示范区分局联合
党支部等10个党支部“先进党支部”荣
誉称号，授予廉建设等10名同志“优秀
党支部书记”荣誉称号，授予闫岳等30
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授予
夏方晓等10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
荣誉称号。

北京市工商系统各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统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
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以鲜明的态度、有力的行动全
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决策部署，勇立改革潮头，践行责
任担当，在优化营商环境、疏解非首都功
能等工作中取得新突破，事中事后监管
形成新亮点，多元消费维权体系展现新
作为，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贡献了力量。

我国加大抽检监测和监管力度，调整完善2018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全国上半年
共监测153个大中城市92个品种近2万个样品，检测指标从过去的94项增加到122项，主要农产品例
行监测合格率达97.1%，农产品质量稳中向优，农产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东城区质监局配合市局稽查总队
对一家食品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市 工 商 局 授 予
夏方晓等“优秀党务
工作者”荣誉称号

全国首个餐饮业“厕所革命”导则在京发布
本报讯 冯文亮 为筹办好2022年北

京冬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8月2日，
《北京市餐饮业客用卫生间清洁卫生示
范导则》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餐饮
业相关导则，标志本市餐饮业“厕所革
命”正式启动。

《导则》分为七个部分共40余款，除
了“建立环境卫生制度”和“卫生间不得
设置在食品处理区内”等基本要求外，
还对客用卫生间外部及内部环境、设
施、清洁操作和消毒操作等作出了详尽
的规定。

其中，要求卫生间保持通风良好，
无臭味和异味，单设通风除臭设备且运
行正常，宜采用物理除臭方式，并有适
当照明；卫生间与外界相通的可开启的
窗，应设置易于清洁的纱窗，卫生间与
就餐区域直接相通的门能够自动关闭；

卫生间男女标识等指示牌应使用国家
标准图形，位置醒目；卫生间应设置面
镜，安装牢固，保持其干燥，无水渍；便
池应采用水冲式，保持畅通，不堵、不
漏；配备卫生纸、纸篓、便刷等，坐便器
宜提供一次性坐垫；非用餐高峰期宜每
60分钟检查一次，用餐高峰时宜每15分
钟检查一次，同时做好记录；卫生间全
面消毒应每日不少于1次；龙头、扶手、
烘手器、洗手池、通风口等处的消毒应
每日不少于4次等等。

《导则》发布后，将由中国烹饪协会、
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北
京西餐业协会在会员单位率先实施，并
逐步在全市餐饮业全面推广。中国烹饪
协会会长姜俊贤介绍说，“这个《导则》是
餐饮业首次对客用卫生间做如此详尽的
规范，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下一步我

们将组织专家在行业内大力培训宣传贯
彻《导则》内容，引导餐饮企业按照《导
则》实施。《导则》将全面提升餐饮业卫生
间环境设施和服务管理水平，实现卫生
间便利、舒适、环保，体现厕所文明。”

北京市食药监局餐饮监管处负责
人段志永表示：“《北京市餐饮业客用卫
生间清洁卫生示范导则》的发布是深入
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实施首都餐饮业
品质提升工作机制的重要内容，是继
《北京市餐饮业就餐区和后厨环境卫生
规范》发布后提升首都餐饮业品质的又
一举措，将通过示范引导带动，逐步在
全市餐饮业全面推广，实现餐饮企业的
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提升，全面提
升首都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为消费者
提供升级用餐体验，也为筹办好2022年
北京冬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