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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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消息，2019年，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坚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推动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
展态势，全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合格率达97.4%。

打好主题教育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整治战。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扎实做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

点治理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
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
成分问题。截至11月30日，全
国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76.8万
家次，查处生猪私屠滥宰、农药
兽药隐性添加、农产品药残超标
等问题1.2万起，销毁问题农产
品和假劣农药兽药975.6吨，行
政执法案件3250个，移送司法案
件193个，吊销证照企业214家。

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
控主动战。调整完善例行监测计
划，加大“双随机”抽检力度，增加

产地、“三前”环节抽检比例，监测
指标由2017年94项增加到2019
年130项，增幅近40％。重点围
绕隐患大、问题多、社会关注度高
的农产品品种、危害因子设立了
45个课题，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评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
和全程管控技术研究。

打好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
给的提质战。加快健全标准体
系，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总数达
10068项，提前完成“到2020年制
修订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1万

项”的目标任务。推进标准化品
牌化生产，2019年新认证绿色食
品13487个，有机产品2499个，登
记农产品地理标志255个。强化
认证监管，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查
处侵权假冒案件。推动28个省
将16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保
护工程，从品种、品质资源上进行
重点培育、保护和提升。

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能力和水平提升的持久战。加
强质检体系队伍建设，举办第四
届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

能竞赛，提升人员能力水平。“农
安”县创建工作继续深化，新命
名第二批211个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市），举行第二届“农安”
县产销对接活动，现场签约额近
32亿元。组织部分国内大型商
超、电商签署追溯合作备忘录。
监管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形成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并报送国务院，会同公安部制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草案）》，
全程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本报讯 随着我国奶牛养殖和
乳品加工能力的显著提升，与国际
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深入，中国奶
业已成为国际奶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在今年2月，由中国奶业协
会国际奶业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牵头
成立的中国奶业协会国际奶业专
业委员会，日前在京召开工作会
议。会上，专家达成共识：今后要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一步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与国际奶业共同赢得
未来，实现我国奶业的全面振兴。

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二级巡视员王俊勋表示，近年来，我
国奶业国际交流不断深化，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奶业大
力借鉴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坚
持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助力我国奶
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奶业的国际
影响力。一方面持续引进优良奶牛
品种、优质苜蓿饲料细化精细化饲
养管理技术以及先进的养殖加工设
备；另一方面，与新西兰、阿根廷、荷
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美国等
国的交流不断深化，国内奶企不断
引进人才与技术资源，并在海外布
局奶源基地和乳品加工厂，资源配
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显现。

“中国奶业的发展离不开长
久以来的国际合作交流。”中国奶
业协会名誉会长高鸿宾进一步介
绍说，“我国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广泛吸纳引进高产奶牛管
理技术、饲料技术、养殖设备、加
工设备，通过消化吸收，转化为自
己的发展源动力，使得我国奶牛
单产水平、生鲜乳质量、加工技术
等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
处邓兴照在《我国奶业发展情况和
政策工作解读》中指出，近年来，我
国奶类产量、人均奶类占有量快速
增长，奶类品种不断丰富，供应充
足；规模化水平提高，百头以上规
模养殖比重不断提高，万头以上奶
牛养殖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规模
养殖场机械化挤奶率、全混合日

粮（TMR）搅拌车普及，机械化水
平提高；奶牛单产水平提高；质量
安全水平提高；乳制品加工实力
明显增强；绿色发展能力显著提
升；奶业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国奶业已成为国际奶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全球奶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奶
业还面临奶牛养殖成本偏高、乳制
品消费培育不足等问题。另外，乳
企科技创新投入比例不足，产品附
加值不高。国内和世界顶级水平的
差距依然显著，在国际奶业价格体
系中发言权有限。“今后一个时期，
将从抓好质量振兴、养殖振兴、效益
振兴、品牌振兴、消费振兴五个方面
振兴上开展工作。”邓兴照表示。

对此，王俊勋强调，今后要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进一步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与国际奶业共同赢得未
来。“实现我国奶业的全面振兴，国
际交流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同时拓宽合作交流领域、提高合作
层次、丰富合作形式，最终服务于
生产企业。”王俊勋同时指出，要重
点研究国外奶业相关的政策法规
体系，学习借鉴国外产业相关的先
进集成技术，跟踪掌握国际前沿技
术，加强国际生产和乳制品贸易形
势的分析研究，收集掌握国际主要
奶源基地布局和发展形势，以帮助
中国产业更好地引进来走出去，展
示中国奶业形象，提升中国奶业品
牌，推动我国奶业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奶业协会国际奶业专业
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整合国际
资源，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服
务中国奶业、奶协会员企业，增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据该委员会主
任卜登攀研究员介绍，2020年，委
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引荐推广青贮
饲料、应激管理、粪污处理、奶业
新技术，通过国际奶牛新技术大
会、全国青贮饲料质量评鉴大赛、
国际奶业可持续发展论坛等活动
促进国际奶业交流合作，使其成
为我国与国际进行奶业交流的重
要桥梁和纽带。

中国奶业协会国际奶业
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本报讯 元旦和春节将

至，中国猪肉价格再次面临考
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9日称，为保障节日期间
猪肉市场供应，从12月中旬开
始陆续安排中央储备冻猪肉
投放，目前正组织向市场投放
4万吨中央储备猪肉。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根据
市场情况，适时加大中央储备

肉的投放力度，增加市场供
应。同时，将指导地方视情况
投放地方储备肉，与中央储备
肉投放形成联动效应。此外，
还将加强产销衔接，确保价格
平稳、质量为先。

他称，商务部已经启动
了猪肉市场的监测日报制
度，春节期间还将启动36个
大中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监
测日报制度，密切关注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特别是猪
肉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的情
况，及时发布市场信息，稳定
市场预期。

近期，得益于扩大进口、
投放储备冻猪肉等一系列调
控政策，中国猪肉批发价格
有所回落。据官方数据，12
月9日至15日中国猪肉批发
价格为每公斤43.91元人民
币，环比下降0.8%。

稳节日市场供应 我国组织投放4万吨储备猪肉

本报讯 12月20日，在
“2019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
展论坛暨2019中国区域农
业品牌年度盛典”系列活动
上，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
中心发布《中国区域农业品
牌发展报告（2019年度）》，从
政策扶持、创新示范、现象分
析和机遇趋势四个方面总结
了2019年我国区域农业品
牌的发展现状、创新、现象和
未来趋势。

《报告》显示，我国区域
农业形象品牌和区域农业产
业品牌均存在优势和短板。
其中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存在
公共背书、地域文化、全面定
位性以及辐射带动性优势，

同时也面临着品牌同质化、
品牌保护欠缺、没有可以借
鉴的成熟经验等问题；区域
农业产业品牌存在“产品种
类繁多、市场需求空间大、形
成特色产业化生产基地、获
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等优势，但同时存在产业
链条短、大而不强，假冒伪劣
重灾区，影响力仅限局部地
域和物流运输滞后等问题。

《报告》显示，2020年我
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
志着我国农业品牌建设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进入了新
的发展空间，也迎来了新的
机遇。“品质消费”将成为主
流消费观，农产品将迎来品

质提升新时代。以品牌为引
领，让好山好水好产品转化
为农民的“聚宝盆”，类似于

“丽水山耕”“武夷山水”等区
域农业品牌发展模式，将迎
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区域农
业品牌与城市品牌、文旅品
牌的融合，将成为新的发展
趋势。

据悉，本届区域农业品
牌系列活动主题为“共迎全
面小康胜利年，共创品牌强
农新时代”，活动包括年度新
闻事件、年度案例、年度人
物、品牌影响力等内容。由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联
盟、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
中心、中国品牌杂志社主办。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报告（2019年度）发布

今年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预计超6000亿元
美团研究院联合中国饭

店协会近日发布《中国外卖产
业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外卖产业整
体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
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
亿元。外卖外延不断拓展。

外卖产业的持续快速增
长，推动了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拓宽了消费应用场景，为
餐饮行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产业数字化升级是趋势

之一。美团高级副总裁王莆中
说，过去5年，外卖生态边界不
断扩大，形成一个在平台基础
上，连接用户侧、商户侧及配送
侧，辐射供应链、共享厨房、外
卖代运营等多元化服务的生态
体系。用户开始追求更加丰富
的菜品，餐饮服务产业呈现出
“爆款化”“小店化”“连锁化”和
“健康化”的新趋势。

以健康化为例，吃得更
营养、膳食搭配更合理成为

外卖发展趋势。2019年前三
季度，美团外卖轻食订单量
同比增长102%。

王莆中说，美团将紧扣餐
饮外卖服务核心功能，加强对
健康餐饮的知识普及，促进轻
食、健康餐、儿童餐等多样化
餐饮供给。同时通过打造“下
一代门店”，推动餐饮企业实
现数字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多样化营销和智慧化服务等，
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农业农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