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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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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12月1日
起正式实施。在1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副局长孙梅君表示，《条例》是我国食
品安全领域又一项重大制度建设成果，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
要内容。《条例》坚持“四个最严”要求，围
绕夯实主体责任、强化全过程监管、提高
违法成本等重点内容，为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孙梅君介绍，现阶段我国食品产业
“小、散、低”为主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
观，食品“从农田到餐桌”链条长、体量
大、风险触点多。由于违法违规成本低，
监管技术手段不足，加之有的企业道德
缺失、逐利枉法，食品安全问题仍时有发
生，需要加大治理力度；同时，食品产业
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
层出不穷，也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对市
场主体进行规范引导。

据悉，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于2009年颁布，相关规定有的已明显滞
后，有必要进行全面修订。

从修订重点看，《条例》细化食品安
全法的原则规定，比如，细化了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等。强化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比如，提高违法成
本，增设“处罚到人”制度，最高可处法定
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年收入10倍的罚
款；建立严重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黑名
单”制度，实施信用联合惩戒等。实化针
对具体问题的监管举措。比如，禁止利
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等任何方式对食
品进行虚假宣传等。优化风险管理制度
机制。比如，完善农业投入品的风险评
估制度等。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任何违
法违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
孙梅君说，《条例》按照“最严格监管”要
求，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了相关制度规定。一是严控源头
风险，二是严查掺杂掺假，三是严格“处

罚到人”，四是严惩失信失德，五是严打
恶意违法。

就法律责任而言，司法部立法三局
局长王振江进一步指出，《条例》把落实

“处罚到人”作为基本要求。对新增的义
务性规定设置了法律责任，确保有过必
有罚。细化执法协作机制，使行政拘留
处罚在执行上更顺畅、更具有威慑力。

值得一提的是，孙梅君还表示，《条
例》的实施，对于保障包括猪肉在内的所
有农产品和食品的安全都将发挥重要作
用。越是猪肉价格高企的时候，越要加
强监管，防止以次充好，防止不合格肉品
流入市场。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将重
拳打击，绝不姑息。“我们要立足市场监
管部门的职责，依法查处囤积居奇、操纵
价格、串通涨价，以及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孙梅君说。

（中经网）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
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
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
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
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
这既是中国人民自己发展取得
的伟大成就，也是为世界粮食安
全作出的重大贡献。

土地打底 农业大省扛稳
粮食安全责任

70年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
量养活了14亿人口。2018年，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
公斤，比1949年增长1.26倍，高
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猪牛羊肉、
水产品、牛奶的人均占有量也大
幅度提高。目前，中国谷物自给
率超过了95%，稻谷和小麦产需
有余，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有力地回答了“谁
来养活中国”这个命题。

“保障粮食和食品有效供
给，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数量足、
质量好、价格稳。” 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副局长、国务院食品安全
办公室副主任孙梅君如此评
价。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方面，以内蒙古自
治区、河南省等为代表的农业大

省扛稳了粮食安全的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提到，目前，
内蒙古粮食产量达到3500万吨
以上，每年可以稳定向区外调出
商品粮一千万吨，已经成为全国
13个粮食生产主产区，6个粮食
净调出省区之一，成为国家重要
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

当前粮食增产边际成本增
高与粮食供求结构矛盾凸显的
问题交织叠加，粮食安全已经不
能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其内涵已
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河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在分享河
南省在发展粮食生产上的经验
时表示，河南坚持正确处理产出
和产能的关系、数量和质量的关
系、生产和生态的关系、增产和
增收的关系，保证粮食的产能安
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
全。目前，粮食已经成为河南的
核心竞争力。

科技支撑 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

“经过中国科技界七十年的
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的
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8%，科技为

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告诉记者。

科技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
平，促进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多
年来，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
研人员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2013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
都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主要
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超过96%，品
种对提高单产的贡献率达到
40%以上，畜禽水产品种的良种
化、国产化的比重逐年提升，奶
牛良种覆盖率达到了60%，国产
优质乳关键技术与标准取得了
重要进展，品质明显提升，市场
占有率不断提高。

“目前，我们的农业的科技
贡献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已
经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北大荒
集团总经理徐学阳提到，从2015
年起，北大荒集团积极推进传统
产业向数字农业转型，推广农业
与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科
技产业的融合发展，依托现代化
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使农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进而推
进中国智慧农业示范区的建设。

科迪华农业科技大中华区

总裁黄田强也表示，“我们正在
做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工作，来帮
助我们提高农业的精准性和可
预见性，通过卫星图像、卫星传
感技术、数字分析技术，我们现
在可以向农户提供更加精准的
信息，包括他们作物健康情况的
信息，帮助他们作出实时的决
定。”

制度保障 筑牢粮食安全
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
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
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的新的粮食安全观，确立
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巨大成就。

“保障粮食安全有数量安全
的问题，但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
质量安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叶兴庆表示，
为了达到质量安全的目标，除了
生产环节要按照标准化的手段，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
从加强国家治理的角度入手。

在食品安全的治理方面，相关机
构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手
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一鸣提到，当代社会，粮食
安全仍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脆
弱群体日常食物供给不足。二
是食品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涨，
影响到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

“为此，要通过国家储备制度保
持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健全低
收入人群补助与消费价格相挂
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
家庭的食物供给。”此外，还要扎
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确保
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高农村贫
困人口的食物可获得性。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
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面对新的形
势，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将坚
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作
用，统筹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
兼顾数量和质量两类安全，建立

‘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
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马建堂说。

（光明网）

从“吃不饱”到“吃得好” 谁在养活中国？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当今的
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不仅要“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
得健康”。在日前举办的农业农村部新
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
长魏百刚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通
过多种措施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增加更多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两年，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成为
农业发展的主旋律。农业农村部坚持
质量和绿色一起抓，统筹推进。” 魏百
刚表示。

在质量兴农方面，魏百刚介绍，农
业农村部联合6个部门在今年2月份印
发了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对实施质
量兴农战略作出了具体安排。在突出
抓好标准化生产方面，农业农村部建立
了一系列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
程，制定农药残留的行业标准超过1.5
万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按照这些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去操作，农产品的质
量和品质就能得到保证。” 魏百刚说。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全面建立国家
省地县4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据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
目前已经有3.7万个企业在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注册，纳入管理的农
产品都有了“身份证”，消费者和经营者
只要“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到产品的“前
世今生”。

在着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应
方面，魏百刚表示，今年1-9月间，新认

证绿色食品产品 11998个，有机产品
3197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255个，总
数超过4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总体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

据魏百刚介绍，农业农村部持续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大力推进生
产方式绿色化，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
增加到175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项目实现585个畜牧大县全覆
盖，利用率超过70%；推进耕地轮作试点
规模保持3000万亩以上；认定第二批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在浙江、海南进行
整省推进。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把农
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让人民群众从绿色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当中更多获益。” 魏百刚
表示，农业农村部将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持续实施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大力
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
化，大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
进农业全程标准化，严格农业生产过程
管控，加快健全覆盖全环节农业质量标
准体系，让农业经营主体有章可循、有
标可依；加强质量监管，深入开展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加快构建
从产地到市场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
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加
快绿色科技创新，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为载体，着力推进以绿色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支撑体系建设，建立农业绿
色发展观察试验站，集成推广绿色发展
模式。

农业农村部：

3.7万个企业的农产品有了质量“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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