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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有了明确时间表
5月20日发布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当
前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提出了
总体要求和目标：到2020年，基
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到
2035年，基本实现食品安全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意见提出，必须深化改革创
新，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意见有高度、有力度、有精
度、有深度。”中央党校社会和生

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胡颖廉表示，
意见从顶层强化协同，将食品安
全嵌入高质量发展、健康中国战
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从而
有助于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绩效
的放大倍增效应。

意见提出，围绕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开展食品安
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用5
年左右时间，以点带面治理“餐
桌污染”，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胡颖廉指出，意见精准制定
路线图和时间表，围绕国产婴幼
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行业、校
园食品安全等全社会高度关注
的话题，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
建设攻坚行动。

意见提出，坚持“产”出来和

“管”出来两手抓，落实生产经营
者主体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安
全风险。

胡颖廉表示，意见有力实施
全链条最严监管，特别是强调产
地环境安全、农业投入品生产使
用、粮食收储质量，真正从源头
防范食品安全重大风险。

“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食
品企业要自证清白，更要让严格
的制度体系落地生根。”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企业要有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
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严格的售
后服务体系、严格的内控体系与
严格的问责体系。

“到2020年农药兽药残留
限量指标达到1万项，基本与国

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意见提
出，加快制修订标准，改革许可
认证制度。坚持“放管服”相结
合，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

刘俊海表示，意见体现了
“放管服”改革的无缝对接和有
机衔接，为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指明了方向，同
时也为食品企业稳定发展，提供
了可预期、公平的基础制度。

意见提出，明确监管事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结
合实际，依法依规制定食品安全
监管事权清单，压实各职能部门
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业管理
责任。

“意见致力于解决监管工
作中的深层次问题。”胡颖廉

介绍，例如夯实基层基础，重
申了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
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要
以食品安全为首要职责，并提
出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表彰奖励，鼓励基层监管
干部担当作为。

意见提出，对产品风险高、
影响区域广的生产企业监督检
查，对重大复杂案件查处和跨
区域执法，原则上由省级监管
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市县两
级监管部门配合，也可实行委
托监管、指定监管、派驻监管等
制度，确保监管到位。胡颖廉
表示，这将打破地方保护、提升
执法效能。

（新华社）

眼下，东北正在大面积地
春播。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
解到，今年我国东北四省区及
黄淮海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大
幅增加。

近日，记者来到黑龙江省
海伦市，当地正忙着春播。今
年种粮大户孙安富，把家里
1500亩地，全都种上了大豆。

孙安富说，去年春播前，
并不知道国家会给大豆补贴
每亩340元，这比玉米每亩高
出295元；后来又看到市场大
豆价格一直走俏，所以后悔种
少了。今年他可没犹豫，一股
脑地瞄准政策走。素有国家

“大豆之乡”之称的海伦市，今
年种植大户都不约而同地扩
种大豆。

海伦市副市长王宝峰：
我们今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了 260万亩，比去年提高了
60万亩。面积增加的主要原
因，一个是国家提出了大豆
振兴计划，农民看到了政策
红利；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
价格不错，农民觉得有帐算、
效益好。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
案》，今年我国将扩大东北、黄
淮海和西南地区大豆种植面

积。力争到2020年大豆面积
达到1.4亿亩，2022年达到1.5
亿亩，其中2019年大豆面积增
加1000万亩。

作为我国大豆种植面积
最多的黑龙江省，在今年春耕
备耕之前，就把利好的政策信
号释放给了农民。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
调度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0
日，全国已播种各类农作物
8.4亿亩，完成意向面积六成
以上。其中，大豆已播种
37.4%。黑龙江和内蒙古种植
面积增幅显著。

（央视网）

今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农业农村部：

本报讯 据海关总署网站
消息，近日，海关总署、农业
农村部发布关于防止蒙古国
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公告称，禁止直接或间接从
蒙古国输入猪、野猪及其产
品，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1月15日，蒙古国官方向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紧急
通报，该国境内布尔干省
(Bulgan)等4省近日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迄今为止，我国尚
未与蒙古国签署猪、野猪及其
产品准入协议。为保护我国
畜牧业安全，防止疫情传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海关总署、农业农
村部发布如下公告：

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蒙
古国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

二、禁止寄递或旅客携带
来自蒙古国的猪、野猪及其产
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作退
回或销毁处理。

三、进境船舶、航空器、公
路车辆和铁路列车等运输工
具上，如发现有来自蒙古国
的猪、野猪及其产品，一律作
封存处理，且在我国境内停
留或者运行期间，未经海关
许可，不得启封动用。其废
弃物、泔水等，一律在海关的
监督下做无害化处理，不得

擅自抛弃。
四、对边防等部门截获的

非法入境的来自蒙古国的猪、
野猪及其产品，一律在海关的
监督下作销毁处理。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者，
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
条例有关 规定处理。

六、各海关、各级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要分别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等有关规定，密切配合，做
好检疫、防疫和监督工作。

禁止从蒙古国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 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家庭医生

大会暨“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系
列宣传活动上，市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透露，目前北京市共有家庭
医生6378人，全科医生团队4100
个，全市家庭医生签约居民累计
超740万人，总签约率35％。

近几年来，本市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取得很大进展，在特色服
务和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中，全市
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已超740万，
去年上门服务失能、半失能老
人、患者共计14万人次；本市还
推行慢病长处方、延伸处方等政
策，两年来已为基层患者开具长
处方10万张；利用“互联网+”等
信息化手段，“智慧家医”家医服
务模式正在全市推开。

目前，全市基层医生的诊疗
率平均增长了30%，年诊疗人次
净增1000万，而三级医院诊疗工
作量下降了7%，二级医院下降了
2%，患者在三级医院看病难的问
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前，我们也发现一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扩大后，有
向二、三级医院靠拢的迹象。”市
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现在一
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辄就是
两三百人的规模，全科医生开始
习惯于坐在自己的诊室里，像三
级医院的专科医生一样提供门
诊服务，这样一来，社区医院与
二、三级医院越来越近似，但与
居民的联系程度反而下降了。

“目前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规模不适合再做得过于
大，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把社区卫
生服务更方便地送到社区居民
的家庭，送到老百姓身边。未
来，我们会发展更多中小规模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
服务站。”雷海潮说。

据统计，目前全市有340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1600余家
覆盖城乡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两
者比例为1比5，社区卫生服务
站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北京市超 740万
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本报讯 爱华 近日，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北京市蔬菜生
产、销售、流通等13家企业到张
家口市开展蔬菜产销对接，达成
合作意向及上半年已投建蔬菜
基地共计6000亩，在增加北京
市场优质蔬菜供应保障的同时
助力张家口地区产业扶贫攻坚。

参与企业今年已经在张家
口地区投资建设蔬菜基地2000
亩，通过本次对接，又达成4000
余亩新的蔬菜基地合作意向，
将在宣化、沽源等县区种植西

红柿、生菜等蔬菜满足北京市
场需求。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张家口市是北京扶贫
协作和支援合作的重点地区，两
地蔬菜产销合作发展10余年
来，张家口“坝上蔬菜”已经成为
夏季北京市场的主打品牌。接
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进一步引
导企业参与扶贫，建立起扶贫帮
贫的长效运营机制，打造更加优
质的供京蔬菜基地，促进当地贫
困农户增收。

北京农企在张家口
投建6千亩蔬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