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端午节前，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公安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
（2020-2022年）》（以下称《行动
方案》），部署开展 2020年至
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要求各地全面落实学校食品
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和校外

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
实强化监管，治理突出问题，加
强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行动方案》要求学校制定
明确、可操作的校园食品安全
防控要求和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自查计划，并严格落实；要
以肉蛋奶、米面油等食品原料
为重点，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

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要大力
推进食堂“明厨亮灶”；要建立
并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
要加强学校食堂承包或委托经
营管理；鼓励学校建立先进的
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水平。

《行动方案》要求供餐单位
制定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倡导建立HACCP或ISO22000
体系；严格筛选食品原料供应
商，严格执行食品原料进货查
验要求；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要求，规范食品加
工制作行为；主动接受监督，向
学校、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
公开食品原料采购和加工制作
信息；定期对大宗食品原料、餐

用具清洗消毒效果等进行检验
检测。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持续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严
惩重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主动公开查处结果。同
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
堂监管，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四部委发布《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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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今年初，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
发 了《数 字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规 划
（2019-2025）》，为进一步加强农业农
村信息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并加速“四化同步，融合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农村信息
化的需求体现在信息服务、信息管
理、信息感知与控制、信息分析等方
面。农业信息技术创新是我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构
建国家农业信息技术创新体系，是落
实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关键支撑和可持续发展保
障。加速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
必须依赖于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机
制创新和政策创设。

一是要加强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突破全局性关键瓶颈问题。随着生
物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业科学研究范
式、产业形态均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同时，大区域性农业生态与环境治
理、生物安全、复杂产业问题等诸多
全局性关键瓶颈问题均需要多个学
科领域协同创新。要聚焦农业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全局性或大区域性
关键瓶颈问题，在国家层面规划农业
大科学计划，充分重视和发挥信息技
术和数据科学的作用，加强围绕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农业协同创新
体系建设。

二是要加强农业信息技术创新
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空天地
海”一体化的实时信息感知与数据

采集基础设施，如农业遥感卫星、农
业环境与生物传感器体系、农业无
人机监测体系等；国家农田水利等
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数据化和智
能化改造，支撑农业科技创新和智
慧农业产业的应用与发展；国家农
业大数据仓储和治理基础设施，负
责采集、存储和治理多源异构农业
大数据；国家农业高性能计算环境
与云服务平台，支撑农业大数据的
计算挖掘与应用服务。

三是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促
进创新驱动发展。在全球范围内，
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农业信息
化技术创新均困难重重。我国应发
挥独特的体制优势，在积极推动科
研成果产业化政策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机制创新，打造鼓励科研人员
更加积极参与市场化、企业化技术
创新的新模式，打造前沿基础研究
和产业技术创新两支队伍，搭建科
学研究和产品研发两个平台，突破
国立科研机构与企业创新体系的壁
垒，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创新，
科研机构与企业一体两翼的良性互
动格局和协同创新模式。加快建立
市场导向的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模式。充分发挥资本和市场作用，
建立企业主导农业信息技术创新的
发展模式，即整个创新过程由企业
定制研发产品和服务开始，倒逼科
研机构和创新系统聚焦产业问题开
展目标明确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和配套的前瞻基础研究。

四是要加强系统化、前瞻性农
业信息化政策创设。政策体系既要

覆盖农业信息（数据）采集、治理、挖
掘、应用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又要
贯穿于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关
键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技术应用与
服务营销等全产业链，还要包含农
业产业链与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
等其他产业链的水平整合相关的接
口。重点包括：加强数据（信息）共
建共享政策、标准工作，鼓励信息
（数据）开放获取，推动国家公共资
金资助产出的各类科研信息与大数
据、自然资源与环境信息和大数据、
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产出的信息和大
数据等强制开放获取，鼓励大数据
商业共享模式。中央和各级地方政
府大力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政策，为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
信息技术应用和农业经营等提供基
础信息设施支撑。鼓励科研机构和
企业联合开展农业信息技术领域的
前沿探索、原始创新和应用创新，鼓
励企业增加农业信息技术研发投
入，发展创新型企业，鼓励社会资本
更加积极投入到农业现代化。建立
推动面向“三农”的强大信息服务网
络的政策支撑体系。加强农业信息
技术应用的政策补贴，克服农业领
域创新周期长、投资回报率偏低的
弊端。

总之，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
应强化信息化服务能力的建设，提升
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农业转
型升级，由粗放向精细、精准、绿色转
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信
息驱动发展的绿色农业之路。

（农民日报）

加强信息技术创新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部署开展2020年至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落实校长负责制

本市近日启动职业病危害现状
调查。通过调查，全面了解北京市存
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量及不同
行业、地区、经济类型、规模等用人单
位分布情况。完善北京市职业病危
害现状数据库，为进一步加强职业病
防治提供基础依据。

据了解，本次调查对象涵盖全
市采矿、制造及电力、燃气和水生产
供应等行业的5100家用人单位，调
查期间正常运行的、从业人员10人

及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其他非法人单位列入调查范
围。调查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
编制的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企业
基本情况、职业病危害情况和职业
健康管理情况。通过调查，掌握北
京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
触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和电离辐射
的劳动者数量、岗位分布等情况；完
善北京市职业病危害现状数据库，
为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

基础依据。
调查机构将开展现场调查，将

调查情况录入系统并上报。及时
对调查数据进行初审，技术支撑单
位对调查数据进行审核，发现问题
及时反馈调查人员进行核实。对
调查机构上报的数据，技术支撑机
构将抽取 2%进行抽查，重点对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接触人员
数量等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

北京市启动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本报讯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日前在京召
开会议，部署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
整治行动，要求依法惩戒破坏水生生物资源行
为，坚决遏制长江流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
动，确保长江流域禁捕取得扎实成效。

公安部副部长林锐要求，沿江地方和长江
航运公安机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组织
开展为期三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
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
捕捞犯罪，坚决斩断非法捕捞、运输、经营的地
下产业链，侦破一批非法捕捞犯罪案件，打掉
一批职业化团伙化犯罪网络，整治一批非法运
销捕捞器具、渔获物窝点，形成强有力严打高
压震慑效应。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持续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点面结合、统筹推进、精准打击非法捕
捞；根据渔业资源、渔船、渔民的流动性特点，
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建立健全部门协作、联
合执法、流域联动、交叉检查等机制，彻底斩断
非法捕捞、运输、销售等利益链。

据了解，近年来，沿江各地渔政部门加大
对涉渔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年均查处涉渔违法
案件超1万起。2019年公安机关侦破非法捕
捞刑事案件2300余起，今年1至5月侦破非法
捕捞刑事案件2000余起。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部署打击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

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主
办的“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及分等分级学术研
讨会”视频会议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认为，农产
品营养品质评价需要考虑消费者的口感、风味
等因素。对于分等分级指标参数的选择，需要
更多数据支撑，建议把工作分阶段开展。

本报讯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农产品
数量和安全率的提高，消费者更加注重农产品
营养品质，但农业生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
问题也比较突出。近日，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
营养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
及分等分级学术研讨会”视频会议上，来自农
业农村、营养、食品加工与安全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及
分等分级相关学术术语及评价方法主题，进行
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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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农产品营养
品质评价及分等分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