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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防范食品安全问题，提
高全社会食品安全满意度，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食品安全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和民心工
程，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产业发展、社会共治
等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
最严”要求，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确保了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切实推动了食品安全高水
平治理，更为我们食品安全行业每一个参与者明
确了工作责任，树立了工作标杆，让我们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在食品安全这个关注度最高，治理
链条最长的民生问题方面，我们需要落实社会共
治理念，以系统化的思维与方法做好自己的本
分，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落到实处。

食品安全产业链长，环节多，应从源头抓起，
从田间地头抓起，实施从农田到餐桌，覆盖生产、
加工、消费各个环节的全过程监管。食品安全要
以注重基础安全为出发点，结合科技进步与市场
创新，逐步构建起达到科学标准的体系安全。其
中，基础安全是指食品生产源头的土质安全与环

境安全，体系安全是指在种植或者养殖过程中，
因地制宜结合科技发展制定出符合实际的食品
安全生产标准，让食品从萌芽阶段到成品阶段都
能够全程处于科学监管体系当中，减少其他生产
环节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经过体系化安全生产出的食品离开生产
环节进入市场阶段，就不可避免地面临“酒香还
怕巷子深”的销售谜题。此时就需要社会共治中
的市场创新部分来“登台唱戏”。

大国食安产业园就是优质食品面向市场时
链条化、立体化推广的一个缩影。从宏观的平台
角度来说，产业园定位立足于三大板块：一是东西
南北中名吃展示与展销空间；二是为刚脱贫地区
农特产品提供展示、交流、交易平台，大力扶植第
一产业，助力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三是为规模
化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展销与品牌传播平台，帮助
优秀企业为向社会输送安全食品买单。从微观的
食品细分层面来说，我们2018年已经开始探索在
具体的食品单元开展安全生产与管理链条标准化
的尝试。我们和河北省相关科研院所与学协会共
同发起了首都食品安全优质蔬菜生产战略联盟，
聚合区域内农业科技优势资源，建立起“产学研销
媒”五位一体的合作矩阵，联手解决蔬菜生产中技

术、流通和质量把控等一系列问题，为建立起首都
甚至更大辐射圈的食品安全优质蔬菜基地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蔬菜生产战略
联盟锤炼成大国食安始于基础安全面向体系安
全的范式，不断探索和推广出更大效用。

为了能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做好本分，
大国食安产业园会不断解放思想和探索实践，
为安全食品提供研发、展示、销售、交易的开放
性优质平台。尤其以巩固扶贫成果、振兴美丽
乡村为抓手，将刚脱贫山区的优质农产品介绍
给广大的城市消费市场，建立起大国食安产业
园产品身份管理体系，将从事种植、养殖的一线
生产者与科技队伍沟通和组织起来，以产业园
为桥梁，让知识服务于土地，切实推进科技兴
农，整合食品产业资源，为整个产业链谋福利，
踏踏实实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当中来。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
同努力。大国食安产业园的成立，将积极推动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充分发挥和利用多元主体的力
量，打造食品安全产业平台。我们将共建共治共享
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献礼“十四五”开局和建党一
百年两大历史时刻，在新的历史时期构筑起食品安
全的坚固防线，让人民以食为天，食安无虞。

大国食安要始于基础安全
面向体系安全

食品安全要以注重基础安全为出发点，结合科技进步与市场创新，逐步构建起达
到科学标准的体系安全。其中，基础安全是指食品生产源头的土质安全与环境安全，
体系安全是指在种植或者养殖过程中，因地制宜结合科技发展制定出符合实际的食品
安全生产标准，让食品从萌芽阶段到成品阶段都能够全程处于科学监管体系当中，减
少其他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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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了32年蔬菜，卖了23年蔬菜。为什么
又要种菜又要卖菜？你种出来好菜，卖不出这个
价，就得赔；相反，你有了市场，没有好的原材料，
又保障不了、对不起消费者，所以说既得种也得
卖。区别于国外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生产发
展存在“大国小农”的局限性，如何保障和实现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以从以下几点首手：

第一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推行产地的标
准化。产地标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生
产标准化，另一个是指包装流通标准化。在欧
美日韩国家，所有地头农场出来的东西，都是标
准包装箱出来的，上面标有农户、公司名称，以
及质量级别、产品规格、保质期、重量（数量），从
而实现生产和流通可追溯，另一方面方便消费
者将来形成品牌的认知。谁的好，字号在那儿
写着，生产主体更容易凸显，既提高了周转流通
效率又加强了交易诚信度。此外，通过产地标
准化、产地商品化以后，减少了城市垃圾。

而要想以标准化实现食品安全，就要由一家
一户小农户向规模化过度，韩国政府鼓励企业介
入农业，搞规模化种植，搞规模化以后才能搞机械
化，才能提升安全质量，降低成本，这是核心问题。

第二，从农业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
一级批发商和一级批发市场监管，通过产地批
发市场的监管，倒逼促进生产者提高安全的管
控，实现源头强有力管控，防止不安全食品向终
端市场流动。

第三，从法律上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
在食品安全面前，没有弱势的生产主体。我国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不
断完善，虽然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处罚更具
人性化。我国大的种植企业相对规范，检测合
格率比较高，小农小户的质量安全意识相对淡
薄，也缺乏有效的技术能力，但小农户模式生产
量占到90%以上，所以这部分是监管重点，执法
要做到更具合理性和针对性。

第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做到水平与标
准统一，由于部分农产质量标准引入国外标准，
但是在实际生产中没有能够达到标准的方法或
手段，或达到标准会造成生产者及消费者承担
不起的成本价格，造成标准执行困难，所以标准
的制订和引入需要从实际出发，从生产实践出
发，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接受能力出发。

第五，加强有机管理。现在更多的涉及到农
残问题，相对而言，化肥问题的管理较少。化肥
本身是安全的，合理使用是安全，但是在有机生
产中不允许使用，因此，要加大对监管力度，保证
有机产品真正符合有机生产标准和产品标准。

此外，政府应该为媒体设立专项公益宣传
基金，让媒体有资金加大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科
普和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尤其
是通过食品安全主流媒体，宣传真正的科学知
识，以期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媒体
推广一些优秀的生产商及品牌。

全力实现农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

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推行产地的标准化。产地标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生产标
准化，二是包装流通标准化。在欧美日韩国家，所有地头农场出来的东西，都是标准包装箱
出来的，上面标有农户、公司名称，以及质量级别等，从而实现生产和流通可追溯，另一方面
方便消费者将来形成品牌的认知。谁的好，字号在那儿写着，生产主体更容易凸显，既提高
了周转流通效率又加强了交易诚信度。此外，通过产地标准化、产地商品化以后，减少了城
市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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