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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六稳”“六保”齐发力 掌握发展主动权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任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
幄，作出了“六稳”“六保”重大
决策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
体目标，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
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稳”是基础，“保”是底
线。既要“六稳”又要“六保”，
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用改革
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赢得发展主动权。面对前
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充分
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做
好较长时间应对风险挑战的思
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只要牢牢
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
盯重点、聚焦难点、疏通堵点，
“六稳”“六保”齐发力，以保促
稳、稳中求进，就一定能克服暂
时的困难、战胜风险挑战，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兜民生底线。民心稳，人

心稳，社会稳。保居民就业，
“六稳”就业为首，“六保”排在
第一位的也是就业。一方面要
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
重点引导贫困劳动力应就业尽
就业，聚焦新业态拓宽高校毕
业生就业渠道，关注农民工有
效就业和有序流动，确保就业
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创业
带动、新岗开辟、政策扶持、援
企稳岗、培训增能等方式方法，
实现保居民就业政策措施化、
任务项目化。保基本民生，是
“六保”的底线也是“六稳”的关
键，更是统筹推进其他“五稳”
工作的重要基础。要切实加大
脱贫攻坚力度，加大对低保等
困难群体救助措施，加强食品、
药品、基础工业品、基本公共服
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
有序运转。

稳经济基本盘。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和疫情防控常态化
考验，“稳”是发展的前提，关

键是稳住经济基本盘。保市
场主体，“六稳”任何一“稳”都
与市场主体紧密相关，“六保”
其他各“保”只有依托各类市
场主体才能保得住、保得牢。
要进一步落实和及时完善税
费减免、金融支持、降低成本
等助企纾困政策，加大对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支持力度，帮助其渡过难
关。保基层运转，是推动各项
经济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也
是实现“六稳”的组织保障。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阶段性提
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加
强对全国县级库款监测，确保
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层运转还要
立足长远，通过加快财政体制
改革，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撬动
作用，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准
入门槛，实现民间资本积极性
的充分调动。推进政企协同，

引导各类主体投资信息基础
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等“新基
建”建设。

谋发展主动权。持续蔓延
的疫情在影响全球粮食市场和
能源市场的同时，对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造成冲击，要以“六
保”促“六稳”，牢牢掌握发展主
动权。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对于“六稳”至关重要，也有助
于通过打通中国经济的内循环
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大循
环。要以夯实供应链基础为主
线，以提升价值链层次为核心，
以培育产业链生态为平台，以
推进区块链应用为抓手，不断
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引领
力和控制力，在增强中国经济
安全的同时，为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深度分工调整和创新发展
作出贡献。保粮食能源安全，
就是保国家的生命线，在“六
保”目标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
是“六稳”的重要物资基础。从

目前来看，我国粮食供应总体
充足，能源保障稳定有力，但善
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更要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要优化调
整农产品种植结构，加大农产
品贸易政策协调，维护全球农
产品市场稳定和贸易通畅。要
加快推动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
改革，推动传统石油炼化企业
转型升级，加大国际产能合作，
促进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
价接轨。

船到中流浪更急，越是艰
险越要向前。在这场抗击疫情
的严峻斗争中，中国经济经受
住了考验，展现出了巨大韧性，
今天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当
前，我们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坚
持底线思维，全力以赴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下
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确保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

(光明日报)

□ 土土绒

随着疫情的缓解，各地大中小学陆
续开始复学。然而，就在学生们回到日
思夜想的校园之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情的发生提醒人们，大中小学必须牢固
树立食品安全意识，以制度保障堵住食
品安全漏洞。

据媒体报道，6月10日，河南省商
丘市虞城县站集镇、杜集镇、黄冢乡部
分学生在学校午餐后发生腹痛、腹泻等
不良反应。

短短几天内出现数起校内食品安全
事件，且问题矛头都直指学校食堂，以
“巧合”为之开脱，恐怕难以服人。学校
食品安全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容
小视。这些年来，校园内屡现食品安全
事故，有关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2019
年，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卫生健康委
联合印发《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中
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
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就是为了减少
食品安全风险，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同时，《规定》还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
构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近日曝光的这几起事件说明，校园
食品安全仍然存在漏洞。学生在校内用
餐，食堂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在大家
一般的认知中，学校食堂比校外饭店更
安全也更让家长放心。再加上疫情期间
外出不便，一些学校又禁止了外卖，食堂
对学生来说就更是至关重要了。在这样
的情况下，食堂本应更加重视食品卫生
与安全，不辜负学生和家长。

当然，校园食品安全不能仅靠道德

约束，制度才是最根本的保障。根据
《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
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
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那么，那些学
生用餐后腹痛、腹泻的学校，是否真正
落实了这一制度？为什么新闻报道中
只看到学生出现不适？陪餐的学校相
关负责人有没有发现食品有问题？

此外，《规定》明确，学校在食品采
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
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
方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
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障师生家
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那么，这些学校的供餐单位是怎么选择
的？是否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以河
南虞城为例，同一家餐饮公司为数所学
校供餐，结果导致这几所学校都发生了
疑似食物中毒事件，令人痛心。

随着复工复产复学的推进，人们的
生活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上。但是，疫情
防控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些单位、一些人
很可能“顾此失彼”，忙于疫情防控而疏于
日常工作管理。少数人在经历了“超长假
期”后，也难免产生倦怠心理，在规章制度
的遵守上、在监督制度的落实上，都不那
么严格了。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或
许也与此有关。因此，有必要反省，疫情
之下的复工复学，相关部门的监管是否到
位？有没有因为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而
放松了对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的监督？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保护学生身体
健康，是一个社会食品安全管理的底
线。不能屡次以事故来提醒我们管理上
的漏洞，严格落实相关管理监督制度，才
能防患于未然。让孩子们吃上放心饭，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缺一不可。

要坚决堵住校园
食品安全漏洞

国家统计局6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4％，涨幅比4月回落0.9个百分
点，全国CPI终于回归“2区间”，创去年5
月以来同比增速新低。而在今年1、2月
份，CPI同比涨幅都在5％以上。

5月的CPI增速回落原因很多，但主
要是食品价格涨幅收窄，其中又以猪肉价
格下降“贡献”最大。5月猪肉价格环比、
同比涨幅分别下降了8.1％、15.2％，已是
其连续第12周下降。作为这一轮物价上
涨的主要推手，猪肉曾因其价格暴涨把中
国CPI增速拉高达3个点以上，如今又成
了抑制物价上涨的“压舱石”，可见在中
国，抓好“猪肉经济学”有多重要。

在经济界，后疫情时代的食品价格
到底是下降好还是上涨好，目前尚存争
议，因为CPI回落同时警示通缩风险，反
映了内需热度。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对
于猪肉价格下降肯定是持高度欢迎态度，
因为猪肉价格背后不止是经济学术语，它
更事关基本民生，如果猪肉价格一路高涨
到多数普通老百姓都吃不起的程度，其影
响到的实际是全社会的整体幸福感。

从这个角度讲，未来相关部门应吸取
这一轮价格暴涨的教训，逐步建立长效保
障机制，合理引导市民消费选择，避免市场
大起大落，这既是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同时
也是为了防止经济运行被猪肉所“绑架”。

如果从2018年中国猪肉价格开始
大幅上涨开始算起，到今天，猪肉成为
热点议题已近两年时间。两年间，猪肉
价格持续走高，到今年2月份，甚至较
同期涨幅高达135．2％，虽然此后三个
月间价格开始逐步下跌，但实际上按同
比算，5月份的猪肉价格仍比去年同期
上涨了81．7％，价格仍在高位。

此次猪肉价格环比下降主要原因，

一是随着生猪产能的进一步恢复，猪肉
供给在持续增加；二是猪肉消费正在进
入淡季，之前的元旦、春节“两节”时期，
中国家庭是一年之中猪肉消费最大的
时段，比如腌腊肉、灌香肠等，但随着气
温升高，对猪肉的需求开始下降。

换言之，主要是得益于供需矛盾的
缓解。但如果考虑到疫情缓解后，中国
经济加快复苏，餐饮等消费也会活跃起
来，猪肉的价格很可能又会因供需原因
停止下降甚至反弹。因此，有关部门对
猪肉价格仍不能忽视，相应的稳价格、
保供给措施仍应持续加码。

本轮猪肉价格暴涨源起于供给大
幅减少，但其价格上涨居然对居民造成
如此痛感，甚至严重影响到CPI涨幅，
其中原因值得反思。

首先是中国人的餐桌对猪肉过于依
赖。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猪肉消费量
11058．8万吨，中国独占5481万吨。在
此情况下，一旦猪肉产能遭遇“黑天鹅事
件”，靠进口或日常猪肉收储很难平抑供
需矛盾，只能通过时间和价格来解决。事
实上，中国人餐桌上的猪肉比例可适当减
少，牛羊鸡鱼肉甚至人造肉的比例可适当
增加，形成更经济也更健康的食谱组合。

中国人对猪肉涨价的痛感则反映
出，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
事实。中国的GDP虽已接近美国，但
人均收入仍相差甚远，尤其是反映食品
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
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虽连续8年下
降，但到2019年仍高达28.2％，而欧美
发达国家均为个位数。当中国人能像
发达国家居民一样，买1公斤猪肉花销
只占收入的千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对其
价格涨跌也就不会太过敏感了。

（新京报）

应建长效保障机制防止
经济运行被猪肉“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