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真刀真枪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本报讯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局长肖亚庆日前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教育部、
农业农村部联合召开的电视
电话会议会上表示，要真刀真
枪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确保在
今年11月底之前取得可检验、
可评判、可感知的显著成效。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开展
整 治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联 合 行
动。联合行动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关心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重点整治四方面突出
问题。一是严厉打击食品生
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

窝点”。二是实施保健食品行
业专项清理整治，严肃查处保
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售
问题。三是解决学校及幼儿
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
和食品安全问题。四是整治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解
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

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
成分问题。

肖亚庆表示，要把专项整
治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以强
烈的政治担当、坚决的斗争精
神，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要对照“为民服务解难题”的目
标，逐项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明工
作纪律。各地要抓紧行动起
来，不能等靠。对专项整治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要提前
预判、有效防范。要接受群众
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群众
参与、群众监督、群众评判、群
众受益的良好舆论氛围。

要 闻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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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局长肖亚庆

本报讯 据科技部网站消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关
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以下简称
“食安专项”）专家组工作会日前
在北京召开。生物中心工业生物
技术处相关工作人员、专项专家
组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生物中心工业处负责
人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召开背
景及拟商议事项，然后专家组专
家审议了“食安专项”3个项目的
调整事宜，研究确定了2019年
指南方向的评审分组等事项，并
对下一步如何优化“食安专项”

管理工作展开讨论。
专家组专家一致认为，此次

会议召开非常及时，在保障2019
年度项目评审工作顺利开展，推
进“食安专项”科学高效过程管理，
确保“食安专项”目标任务顺利实
现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日前，国家杰青科
学基金25周年成果展上展出了
基金资助的天体物理、新材料、
能源利用、医疗、生物等领域共
12项科研项目成果。这批成果
从25年来共计3988个项目中选
出，其中有2项来自农业领域，
分别是南京农业大学系列菊花
新品种和华中农业大学培育的
柑橘细胞工程新品种华柚2号。

2014年国家杰青获得者、南

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发
棣介绍，现场集中展示了南京农
业大学菊花育种团队育成的“新
奇特”观赏菊、茶用菊、食用菊等
系列新品种，在菊花花型、花色
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型突破，新品
种通过全国21个省份的推广应
用，在美丽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华中农业大学获“杰青”基
金资助者郭文武教授和邓秀新

院士培育的柑橘细胞工程新品
种华柚2号也入选成果展。华
柚2号是温州蜜柑（雄性不育）
与华柚1号（果实有核）经原生
质体融合培育的无核新品种。
其细胞核基因组来自华柚1号，
线粒体基因组来自温州蜜柑，果
实可食率由 48%提高至 57%。
这是国际上首例柑橘细胞工程
直接培育的新品种，育种周期缩
短了20年以上。

两项农业成果入选国家杰青科学基金25周年成果展

本报讯 近期，由农业农村
部畜牧兽医局组织实施、全国畜
牧总站协调管理、中国农业大学
具体承担的“农牧交错带牛羊牧
繁农育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项目
正按计划开展技术推广工作。8
月至9月中下旬，该项目组13个
专家团先后赴山西、内蒙古、河
北、辽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等8个省区开展6期肉牛养殖培
训班，培训覆盖20个示范基地

及200余个养殖场（户），学员们
更新养殖技术后，肉牛出栏率或
将提升10%。

据该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农
业大学周振明介绍，积极推动建
立农牧交错带牧繁农育体系，不
仅能缓解牧区资源环境承载力，
还能极大地优化养殖业空间布
局，有效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
殖，促进草食畜牧业结构调整。
记者在近日结束的内蒙古通辽、

呼伦贝尔两期培训班上了解到，
培训班由14位项目组专家和1
名特邀加拿大籍专家组成，每期
培训5天。培训班课程围绕肉
牛场畜舍设计和布局、基本设施
设备配套、饲料和饲养管理技术
集成等肉牛养殖领域最核心的
问题进行集中讲解与攻破，同时
采取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创新
养殖培训模式，解决农业技术到
实际应用“最后一公里”问题。

13个专家团赴8省区培训肉牛养殖技术

本报讯 武红利 第22届京
台科技论坛日前在北京经济开
发区落下帷幕。

据悉，本届论坛以“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
济”为主题，聚焦打造两岸共同
市场、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促进两岸高新技术
产业合作、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等
领域，举办了“一带一路”论坛、
5G与智慧城市发展论坛、京津

冀协同发展论坛暨项目推介会、
建筑科技创新发展论坛等15个
分论坛。

谈及本届活动亮点，市台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台产融创新
论坛和“一带一路”论坛均系首
次举办，旨在围绕加强两岸高新
技术产业与金融合作，打造强强
联合的两岸高科技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推动高科技产业项
目落地，同时与台湾同胞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两岸合作
商机。

据了解，京台科技论坛始于
1998年，至今已有京台两地170
多个行业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
了论坛活动。过去21年间，以
京台科技论坛为依托，两地企业
共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242项，
协议金额超过515亿元人民币。

市领导齐静、殷勇、王红分
别出席论坛有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乔生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
获悉，北京市将出台河豚鱼烹
饪标准，目前已召开了专题研
讨会。中国渔业协会河豚鱼
专委会及肆月河豚等10余家
河豚鱼烹饪起草发起单位代
表参会，针对红烧、白汁河豚
鱼烹饪标准进行了探讨。会
上，专家共同审议标准材料，
并提出修改意见。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北
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汤庆
顺表示，团体标准即按标准化
法和国家《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自主制定发布，由团体成
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
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的标准，
是近年来国家倡导的标准形
式，具有灵活、专业、创新性强
的特点。随着近年来餐饮业的
不断发展，烹饪方式越来越多
元化，为了进一步规范烹饪技
术要求，需要共同开展烹饪团
体标准的制定工作。团体标准
的实施，将通过标准化的手段，
规范烹饪的要求，稳定和保证
菜品的质量水平，进一步发挥
品牌效应，树立餐饮企业的良
好形象，从而推动餐饮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汤庆顺希望通
过河豚鱼烹饪标准的制定，来
促进行业发展，让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了解这个行业。

标准起草单位代表、肆月
河豚创始人董事长段然介绍
了河豚鱼餐饮业的发展历史
及起草河豚鱼烹饪标准的意
义。段然介绍，2016年，相关
政府部门下发的《关于有条件
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及暗纹
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指
出，为规范养殖河豚加工经营
活动，促进河豚鱼养殖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食用
安全，决定有条件开放养殖及
加工河豚鱼加工经营，也明确
指出关于河豚鱼养殖加工规
定规范及标准，并对部分开放
河豚鱼源基地及合法加工经
营资质进行备案。

段然表示，目前国内河豚
鱼的年销量达到两万吨，但产
能增长缓慢，市场及消费者仍
然对河豚的安全性没有足够
的认知，希望可以通过此次团
体标准的制定，让河豚产业扩
大，让消费者认可；也希望通
过标准的制定，让同行找到合
法渠道，找到安全货源。

本报讯 朱松梅 朝阳区上
万家酒店、机关、医院、学校的
餐厨垃圾，目前全部实现了统
一清运、规范消纳。在高安屯
餐厨垃圾处理厂，每天可制成
约10吨生物柴油原料。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朝阳区9800余
家餐饮单位、150余个党政机
关单位、70余所医疗单位、240
余所学校已全部实现餐厨垃
圾的分类收集、规范收运。

全区每天产生约350吨
餐厨垃圾，都运往刚刚完成升

级改造的高安屯餐厨垃圾处
理厂。在那里，垃圾还将经历
一场蜕变。

据介绍，餐厨垃圾经过高
速旋转，油、水、渣得以分离。
其中，渣项会进行焚烧或制
肥，水要进一步净化处理，而
其中的油则会经分离提纯后，
每天能制作成生物柴油原料
近10吨。

下一步，朝阳区将加强日
常餐厨垃圾检查工作，督促各
餐饮单位配合做好垃圾分类
和收运。

“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专家组工作会在京召开

京台科技论坛聚焦两岸融合发展

北 京 将 出 台
河豚鱼烹饪标准

朝阳万家单位
餐厨垃圾制柴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