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12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公告，为进一步加强调味面制
品（包括俗称的“辣条”类食品）质
量安全监管，维护和促进公众健
康，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统一“辣条”类食品分
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辣
条”类食品统一按照“方便食品
（调味面制品）”生产许可类别进
行管理，凡与此不一致的，应当
于 2020年 1月 31日前调整到
位。生产企业要按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2760）的相关规定使用
食品添加剂，不得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二、严格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和设施条件管理。生产企业要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等要求，加强生产过程卫
生管理，保持厂房及设备设施清
洁，严格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严
防生物、化学、物理污染。

三、加强原辅料和生产过程
管控。生产企业要严格供应商
审核和原料检验，不得采购使用
无产品合格证明、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以及来源不明、标识不清
的原辅料，必须保证购进的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
品质量合格。加强生产工序、包
装、贮存等关键环节质量安全控
制和成品出厂检验，确保产品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

四、严格标签标识管理。食

品标识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通俗易
懂、科学合理。食品名称要反映食
品的真实属性，不得使用低俗、误
导或违背营养科学常识的名称。
标签标识的信息必须真实，不得虚
假夸大，不得误导消费。

五、倡导减盐减油减糖。生
产企业要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相关要求，改进生产工艺，改
善产品配方，制定食品企业标
准，降低调味面制品中盐、脂肪、
糖含量，提升产品营养健康水

平。各地教育、卫生、市场监管
部门要指导学校加强食品安全
和营养健康教育，培养中小学生
的健康饮食习惯。

六、加强监督检查和抽样检
验。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
格调味面制品企业的生产许可，
加强生产企业、校园周边食品经
营者的日常检查和产品抽样检
验，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
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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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武凯强武凯强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本报讯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9日说，今
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发展态势好于
预期，预计全年外贸仍将稳定在30万亿元规模。

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李兴乾
介绍，1月至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8.5万亿
元，同比增长2.4%。预计全年外贸仍将稳定在30
万亿元规模。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
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于
整体，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长20%。

李兴乾表示，我国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
场布局更趋合理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
比达到29.3%；商品结构升级，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
到58.4%；企业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
占比达到51.4%，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主体。

关于明年外贸发展环境，李兴乾说，从国际市
场看，需求增长乏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内看，中国外贸发展基础稳固，韧劲十足，各
类经营主体活力充沛，有信心保持外贸稳中提质。

本报讯 2019中国国际冷链流通
产业峰会日前在河南郑州举办，峰会
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主办，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冷链流通专
业委员会承办。据悉，国内首部关于
冷链流通环境数据采集的国家标准
——《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建设
规范》已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标立项评估，有望于年底前提交国
家标委会。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房爱卿，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全国农
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项目组组长
曹德荣，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等
领导和嘉宾出席峰会开幕式并致
辞。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冷链
流通专业委员会执行理事长江波主
持开幕式。

房爱卿表示，推动冷链流通产业
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我国冷链流
通长效机制。一是优化冷链流通的
市场环境。确保公平竞争，做到优质
优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发生；加强监管，建立信用体系和追
溯体系。二是完善冷链互联互通技
术条件。坚持以标准化为先导，实现

冷链物流各环节精准对接。三是大
力发展供应链型的冷链。四是完善
冷链物流建设组织体系。五是加快
制定冷链流通发展规划。做好顶层
设计，补足发展短板，完善产业布局，
给予企业明确预期。

曹德荣表示，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近年来努力建设和完善全国农
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该平台自
2017年4月投入运行至今年12月初，
已与 17个省区市 370余家企业的
2000多座冷库、近300辆冷藏车实现
对接，对其冷链流通环境数据实现了
直采。

曹德荣介绍，由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负责编制的《农产品冷链流
通监控平台建设规范》已通过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立项评估，经过
多次研讨和充分调研，将于近日提交
国家标委会并开始征求行业意见，这
将是国内首部关于冷链流通环境数
据采集的国家标准。

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
项目组IT技术总监贾卫伟发布了平
台冷链流通数据，自2017年5月上线
以来，平台累计产生冷库数据23.3亿
多条，车辆数据2.3亿多条。

江波就加强建立冷链流通产业
数据标准化、信息化，建立全程冷链
的食品（农产品）追溯体系的必要性
作了充分阐述。由于行业标准滞后、
市场分散、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
造成我国冷链流通率低，而且因为
“冷链断链、冷链不成链”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统一行
业标准，完善全程冷链追溯体系，是
当下行业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来自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各地冷链流通企业、农批市场以
及泰国可持续发展农业贸易协会的中
外代表分别就“农产品冷链流通现状、
政策、冷链流通规划设计研究、质量安
全监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以及追溯
体系构建”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冷链流通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2019年度全国农产品冷
链流通标准化工程“授牌仪式”，签署
了有关战略合作协议。

此届峰会共吸引了近300位来
自国内外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科研
机构、农产品与食品生产加工及冷链
流通相关企业的领导、负责人或代表
参会。

2019中国国际冷链流通产业峰会在郑州召开 今年我国外贸仍将
稳定在30万亿元规模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

本报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刘莉表
示，营养是儿童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物质
基础，儿童的营养问题会导致生长发育
迟缓、抵抗力下降、智力发展缓慢、学习
能力下降甚至对其成年后的健康和发
展也会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

《中国18城市儿童生长发育和
营养补充消费者认知》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日前在京发布。白皮
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儿童生长发育
水平虽然不断提升，但儿童生长迟缓
的现象仍然不在少数。

“我国1-10岁儿童中生长发育
落后的儿童比例高达14.6%。”白皮
书显示，影响儿童生长发育最直接相
关的因素包括饮食习惯、营养及外部
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就餐习惯不
好、挑食偏食等不良饮食习惯、营养

摄入不足等因素，与儿童生长发育落
后的相关性较高。这些现象普遍存
在于受访的儿童，应该对这些现象给
予必要的重视和干预，促进儿童的健
康成长，改善生长发育状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刘莉表示，营
养是儿童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物质基
础，儿童的营养问题会导致生长发育
迟缓、抵抗力下降、智力发展缓慢、学
习能力下降甚至对其成年后的健康和
发展也会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目前
我国儿童的日常膳食主要依靠家长或
抚养人来安排，因此对家长开展科学
合理的膳食营养知识宣传是提高其营
养认知水平，保证儿童平衡膳食、合理
营养、健康成长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长发育落后
儿童中，挑食偏食等不良饮食习惯、

营养吸收不良、孩子经常生病及精神
状态不佳的现象发生的比例显著高
于正常儿童，而对于有这些现象的儿
童来说，进行额外的营养补充是十分
必要的，尤其是可以选择富含营养素
均衡全面的儿童全营养配方粉。

据了解，白皮书由雀巢健康科学
小佳膳携手孩子王、麦肯健康合作完
成，于今年9-11月在全国18城市范
围内进行“儿童成长发育和营养补充
消费者认知”的大规模消费者调研，
对中国一二三线城市儿童生长发育
落后及相关因素、营养不良、儿童不
合理膳食行为、家长认知偏差、营养
补充的选择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
考察，旨在向公众介绍中国1-10岁
儿童生长发育和营养补充现状，以期
为中国儿童营养补充提供更加专业、
科学的解决方案。

中国18城市儿童生长发育现状白皮书发布
本报讯 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区园

林绿化局及北京农学院为主要实施主体，日前组
织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会。

培训会上，进一步讲解了《第三次怀柔区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北京
农学院董景山教授对普查表的填写内容和范围
进行了阐述，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问题探讨与交
流；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
桂良强调了普查的重要性，并要求各参会人员要
对此次普查与收集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实施主体
开展工作。

怀柔区开展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由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北京农学院、
密云区种子执法监督站组成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小组日前到密云走村入户开展农作物种质
资源收集工作。

检查组分别走访了古北口镇北甸子村、新城
子镇曹家路村、穆家峪镇羊山村，完成粘高梁、谷
子、黍子等16个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工作，截至
目前已完成23个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工作。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小组到密云
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