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5 大家讲坛
2019年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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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2月1日，以“新消费、新势力、新动能”为主题的2019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食品发展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政府官
员、国内食品行业顶尖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约200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新华网副总裁杨庆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司调研员龚加顺，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何勇等分别发表了讲话。以下摘要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司调研员龚加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的讲话：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司调研员龚加顺表示，全国蔬菜、
畜禽和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例行
监测合格率连续6年稳定在96%以
上，今年第三季度达到97.3%，农产
品质量安全保持了稳定向好的发
展态势。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司调研员龚加顺致辞。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
在农业。龚加顺介绍，近年来，农业
农村部门坚持“产出来”“管出来”两
手抓，从源头保障和提高了食品安
全水平。“产出来”方面，主要抓规模
化、标准化、设施化，标准化生产基
地大幅度增加，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4万个，增加
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管出来”
方面，建立健全了法规、标准、监测、
监管以及应急等制度体系，累计制
定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10090项，
监管队伍不断壮大，部、省、地、县四
级监管执法人员近15万人，农产品
质量安全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很
大跃升。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占比70%以

上是农产品，随着新时代消费结构
的转型升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和高品质食物的营养健康提
出了更高要求。”龚加顺认为，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与中央要求和老百
姓期待相比还有差距，农药兽药残
留、非法添加等风险隐患依然存在，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龚加顺进一步表示，农业农村
部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将依法履职、
积极作为，狠抓农业标准化生产和
执法监管，健全追溯体系和信用体
系，努力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
力现代化。

12月1-2日，由新华网、新华社
新闻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新
华社新媒体中心、新华每日电讯共
同主办的 2019中国企业家博鳌论
坛在海南博鳌举行。作为 2019中
国企业家博鳌论坛重要组成部分，
食品发展大会聚焦食品行业“痛
点”，把脉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势，洞
见食品行业大变局与新机遇，搭建
部委、行业协会、企业、媒体间沟通
的高端平台，共同探讨行业的创新
与转型升级。

12月1日，以“新消费、新势力、新动
能”为主题的2019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食品发展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会
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所长丁钢强发表了以《健康中国行动
与营养食品科技创新》为题的演讲，同与
会嘉宾分享了我国营养健康状况，以及
食品开发应用中应当关注的重点。

营养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大的需求之
一。随着消费的升级和人民群众对健康
的重视，消费食品不再是单纯为了解决
温饱，而是更加重视营养；另一方面，企
业应该落实主体责任，开发和生产人民
群众需要和满意的食品，推动食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丁钢强认为，消费者现在吃得怎么
样，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这是全球性
的问题。尤其是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食
物是决定人们能活多久的非常重要元素
之一。

在饮食方面，多盐、重盐是导致心血
管疾病的重要原因。当下消费者应找到
一种“减盐不减味”的饮食方式。另外，消
费者摄入水果、蔬菜、水产品、全谷物、坚
果等食物量不足，而这些食物都与人们的
健康息息相关。

“以粗粮摄入情况为例，过去30年里，

人们对粗粮、杂粮尤其薯类的摄入量下降
了很多。原因是，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提
高，人们趋向于吃得更加精细化，但是这
却为慢性病埋下了风险。”丁钢强说，“理
想状态下，每人每天还应该摄入水果200~
350克，而目前全国水果平均摄入量仅有
40克左右。建议企业可以将水果深加工，
做成方便食用和携带的产品。”

他介绍，几十年来，农村地区动物性
食物消费增长幅度非常大，包括肉类、奶
类、蛋类、鱼虾类。其中增量最大的是肉
类，而奶类摄入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消费者需要提升对膳食纤维的摄入
量。目前中国消费者每人每天平均获取
10克左右，远达不到目标摄入量25克。
此外，人们还应摄入足量的钙，我们推荐
每人每天获取800毫克，而大部分人钙的
摄入量只有300毫克。

“因此我建议，食品行业需要来一场
变革，尽管我们做了很多饮食改善的计
划，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感到单
纯靠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在未来，希
望食品行业能够与科技领域、产业部门
以及新闻机构携手，一起帮助人们搭建
更好的膳食结构，让消费者更健康。”丁
钢强说。

保供应、稳市场，既要着眼
当下，解燃眉之急，又要立足长
远。要尽快恢复生猪存栏量、
出栏量，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千
方百计调动、保护好养殖户的
生产积极性是关键。在政策执
行时只有多站在农户、养殖企
业的角度加以考量，才能真正
保证市场供应的平稳有序。

今年9月份以来，随着有关
部门扶持生猪生产各项利好政
策持续落地，各地生猪养殖户
补栏增产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下半年规模养猪场已经有产能
恢复迹象。截至目前，已经有
20多个省份出台了支持生猪生
产政策。在相关政策支持下，
近期规模养猪场生产恢复较
快。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
规模养猪场9月份生猪存栏环
比增长 0.6%，其中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增长3.7%。

11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强调，落实好省负总责
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继续
多措并举恢复生猪生产，深入
清理各地不合理禁养规定，同

时促进禽肉、牛羊肉等生产，确
保市场供应。可以说，这是保
护生猪养殖户积极性，助力养
殖企业和养殖大户尽快恢复生
猪产能的务实之举。

民以食为天。为了稳定猪
肉市场供应，政府部门相继采
取了增加进口、发放猪肉补贴、
动用储备猪肉投放市场等多种
举措，这些措施对抑制猪肉价
格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成效。
保供应、稳市场，既要着眼当
下，解燃眉之急，又要立足长
远。要尽快恢复生猪存栏量、
出栏量，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千
方百计调动、保护好养殖户的
生产积极性是关键。

近年来，我国生猪规模养
殖的规模化比重不断提高，但
总体上仍以分散养殖为主。一
般来说，生猪从出生到出栏至
少需要4个月以上时间，如果从
买进能繁母猪苗开始算起，生
猪生产周期时间会更长。值得
注意的是，少数地区出台的扶
持政策“生命周期”较短，让生
猪养殖户无所适从。保持政策
的连贯性、长期性，在宏观调控

过程中多关注细节，在政策执
行时多站在农户、养殖企业的
角度加以考量，才能真正保证
市场供应的平稳有序，避免供
给端的大起大落。

调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
性，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除了继续做好非洲猪瘟防疫
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的推广普
及之外，当前尤为重要的就是
谨防个别地方人为地设置障
碍，挫伤农民的养猪热情。因
此，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
殖区域之外，应取消对农民养
猪的不合理限制，稳定农户
对生猪养殖的预期；把生猪
散养放在与规模化养殖同等
重要的位置，使养殖户享受
同等扶持政策；加快落实中
央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和措
施，以种猪场和规模养殖场为
重点，支持新建、改扩建规模
养猪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
快增养补栏。

总之，只有切实保护好生
猪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打消
他们的后顾之忧，猪肉市场才
会逐步走向平稳。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日前在海南调研时强调指
出，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中强化监督，把着力点
放在建设良好政治生态、
优化营商环境上，主动监
督、精准监督，促进形成风
清气正干事环境和亲清政
商关系。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风
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政治生
态清明，营商环境就优良。
“官”与“商”，“亲”则两利，
“清”则相安。交往有道、公
私分明，廉洁互信、相敬如
宾，各尽其责、共谋发展，有
交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搞
交易，只有“亲”和“清”都
到位了，才能构建新型政商
关系，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高质量发展。

要做到“亲”“清”，官员
要主动革除“官本位”思维，
俯下身子深入企业“上门服
务”，多关注、多帮助、多支

持，一心一意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同时，要把握工作联
系、私人交往之间的分寸，
“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
权 谋 私 ，不 能 搞 权 钱 交
易”。商人要摒弃“靠关系”
的陈旧思维模式，树立“靠
本领”挣钱的理念，靠实力
取胜，靠技术取胜，遵规守
法、诚信经营，才能真正在
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
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
机关，是良好政治生态“护
林员”。要切实履行好监
督职责，聚焦营商环境“痛
点”“难点”，对伸向企业不
“亲”、不“清”的“黑手”，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
主动监督、精准监督，“睁
大眼睛”，切实扫清影响
“亲”“清”政商关系的障
碍，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
成良好政治生态，促进风
清气正干事环境和亲清政
商关系。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调研员龚加顺：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
稳定向好发展态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

构 建 更 好 的 膳 食 结 构
食品行业需要来一场变革

主动监督、精准监督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 乐兵

保护好养殖户积极性是关键
□ 吴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