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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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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70年，变化与挑战都有哪些？

每天早晨六七点，一瓶瓶新
鲜的三元鲜奶便通过遍布全北
京市的300多个奶站，“抵达”70
万户家庭、数百万市民的餐桌。
目前，三元鲜奶的北京市场占有
率已经达到90％。

近日，记者在北京三元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瀛海工业园
采访时，亲眼见证了从奶牛养殖、
挤奶，到牛奶加工、包装，再到将丰
富的产品送上市民餐桌的全流程。

“1949年5月3日，老红军
樊士成率队，从西柏坡沿京西骡
马古道进京。当时，他们只有5
辆马车、3头奶牛。恐怕没有谁
能想到，就是这‘5＋3’的寒酸
‘配置’，最终孕育了今天的北京
奶业。经过70年的发展，北京
奶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其中，三元成为北京人最熟
悉的本地牛奶品牌，号称‘北京
人的奶瓶子’。”北京三元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
学庆告诉记者。

加强管控 确保品质

“品质为先”是三元食品的

初心。为此，三元食品专门构
建了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系统。他们在国家标准规定的
检测项目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
法，开展了近5000项风险监测；
充分利用产业链数据分析，确
定关键控制点，严控食品安
全。在生产设备升级换代的同
时，他们始终对生产过程严格
把关，比如对生产现场严格监
督检查，工艺员要负责跟踪生
产等等。同时，严格一线员工
操作规程，完善各项制度操作，
坚持产品留样制、生产产品“品
尝制”，以多维度、多方面、多层
次的保障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
控，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
健康的产品。

要确保产品品质，奶源是关
键。“好牛才能出好奶。这一方
面需要依靠育种，另一方面也得
靠饲养。”三元食品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三元坚持走自控牧场
的道路，通过饲料源头质检、疫
病严格防控、精准饲喂的现代化
管理模式，确保奶牛健康。目
前，位于北京延庆的三元奶牛中
心通过分子育种和大数据优选

等，已经实现母牛年均单产量居
全国首位的好成绩。

坚持创新 新品迭出

科技创新是三元食品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随着行业科技创新
能力的整体提高，我国乳业转型
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三元食品
也是如此。不过，三元食品有个
特别的优势，那就是可以依托其
母公司——首农食品集团的全
产业链优势，为创新发展提供
“加速度”。

资料显示，目前首农食品集
团已经建立起全国最大的奶牛
基因库，成立了国家级奶牛胚胎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主创建了
世界一流水平的奶牛良种繁育
体系，建立起全国首个奶牛育种
自主创新联盟。在奶牛养殖方
面，首农不仅自主创建了国内首
个EDTM现代奶牛饲养管理体
系，还利用基因筛选技术组建了
国内首家A2奶牛专属牧场。

在位于河北定州的首农现
代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园，记者看

到，转盘式挤奶机正在快速自动
挤奶、制冷，既可大幅提高效率，
还能节约大量人力；全自动立体
库房由条形码识别系统、搬运机
器人、码垛机械车、自动运行小
车等组成，不仅能够减轻劳动强
度，还能大大提高仓储效率。

2014年，三元食品正式筹建
“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首次对我国母乳中的
500多种功能成分定量。该数据
库也因此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完
善的“中国人母乳成分数据库”。

在三元食品的展厅内，新产
品琳琅满目。其中，三元衡安堂
166酸奶是三元食品最新推出
的高科技优效酸奶产品。该产
品由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携西班牙、意大利专
业机构创新研发。凭借独创的
“1＋6＋6精研复合配方”，该产
品对调节肠道菌群、恢复肠道健
康有良好的辅助功能，因此一上
市便受到消费者欢迎。

布局海外 开放合作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三元

食品还积极谋划国际合作，并
先后收购了加拿大百年乳企阿
瓦隆、法国圣修伯特等企业。
如今，阿瓦隆有机鲜奶已经上
市，圣修伯特也在上海建立了
子公司，产品已进入精研和包
装设计阶段。另据了解，三元
食品收购的北京艾莱发喜公司
在新西兰投资建设的工厂进展
顺利，旗下八喜冰淇淋品牌连
续 3年实现收入利润大幅增
长，已成为国内高端冰淇淋领
域领先品牌。

随着首都“四个中心”功
能定位的明确，首农食品集
团和三元食品又主动作为，
投资近20亿元先后在河北等
地建立了多家牧场，并在河
北新乐市建立起河北三元工
业园，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承担
社会责任。

统计显示，目前，三元食品
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16家，
在全球拥有17个生产加工基
地，日处理鲜奶超2000吨，销售
网络覆盖全国。

（报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
公共政策问题。党和政府一贯高
度重视食品卫生和安全问题，不
断完善食品安全法制体系和监管
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建
立健全更高质量的食品安全生态
环境，确保“舌尖上的安全”，食品
安全治理新政不断推出，食品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历程

1953年，“食品卫生”概念
初现，标志着我国为维护人民群
众的食品安全迈开了第一步。

1964年，“食品卫生标准”概
念首次提出，标志着我国食品卫生
管理从空白走向规范化，向着法制
化管理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同
意，原国家卫生部牵头会同其他
有关部委组成“全国食品卫生领
导小组”。

1982年11月19日，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试行）》。

1995年10月30日，八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食品卫生法。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
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2004年 9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2010年2月6日，根据食品
安全法规定，国务院印发《关于
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
通知》。

2015年4月24日，食品安
全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2019年2月24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
任制规定》。

新中国食品安全工作的起
点是建国初期的食品卫生管
理。当时，食品领域的主要矛盾
是粮食和食物短缺之间的矛
盾。同时，人民群众对食品卫生
知识匮乏，食品卫生管理工作是
致力于防止误食有毒食材。卫
生部也发布了一系列规章、文件
加以规范，取得了一定成效。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
三个时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以下
几 个 过 程 ：混 合 过 渡 体 制
（1979—1993年），全面外部监督
体制（1994—2002年），科学监管
体制（2003—2011年），直到党的
十八大后，迈向了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把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基础的变
化迫切要求改革经济体制管理
模式。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原国
家卫生部于1978年牵头会同其

他有关部委组成“全国食品卫生
领导小组”，组织对农业种植养
殖、食品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等环
节的食品污染开展治理。1982
年11月1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下称《试行法》）。这是
中国食品卫生领域的第一部法
律，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
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
等方面卫生要求，食品卫生标准
和管理办法的制定，食品卫生许
可、管理和监督，从业人员健康
检查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
了翔实规定。

《试行法》规定，国家实行食
品卫生监督制度，改变了各级政
府非常设机构——食品卫生领
导小组负责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的格局，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领导食品卫生工作及其执法主
体地位。

不论是从经济社会背景、管
理体制还是政策工具等方面看，
改革开放初期的食品卫生都带有
浓厚的混合过渡色彩，这是一种
徘徊于温饱与吃好、计划经济与
商品经济、政企合一与政企分离、
行业管理与外部监督、传统管控
与现代监管之间的独特现象。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
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这一
背景下，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
革撤销轻工业部，成立中国轻工
总会。至此，食品企业正式与轻
工业主管部门分离，延续了40

多年的政企合一体制被打破。
在此之后，各类市场主体发展食
品产业的积极性被激发，食品产
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宏观背景的深刻变化，为颁
布施行十多年的《试行法》正式
实施提供了良好契机。八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1995年10月30日审议通过了食
品卫生法，标志着中国食品卫生
管理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阶
段。该法继承了《试行法》的总
体框架、主要制度和条款内容，
增加了保健食品相关规定，细化
了行政处罚条款，强化了对街头
食品和进口食品的管理。

食品卫生法再次明确国家
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制度，废除原
有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业部门
食品卫生管理职权，确定了卫生
行政部门作为食品卫生执法主
体的地位。同时，国务院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
卫生管理工作。政府通过建立
有权威的外部食品卫生执法和
监督机构，在绝大部分领域取代
行业内部食品卫生管理，将监管
者与监管对象都纳入法制框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传统行政干预手段基本
退出历史舞台，卫生部门继续强
化国家立法、技术标准、行政执
法等工作，同时质量认证、风险
监测、科普宣传等新型监管工具
也初现端倪。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入世”给中国食品
安全带来两大深刻变化：进口食
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知识产

权、政策性贸易壁垒等风险不断
增加，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也逐
步提高，中国食品产业面临大分
化、大重组；随着中国食品大量
出口到国外，食品安全政策议题
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层面。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
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监督、
组织协调和组织查处重大事故，
同时还承担保健食品审批许可
职能。2004年9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
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采取“分
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
方式，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部
门和职能。该决定同时明确提
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区域内食品安全负总责。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根据食品
安全法规定，国务院于2010年2
月6日印发《关于设立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的通知》，成立了由
国务院领导担任正副主任，由卫
生、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
政、农业、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
管等15个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
组成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
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
协调机构。此后，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室，具体承
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从而取代
卫生部成为更高层次的食品安全
综合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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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食品：“金字招牌”如何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