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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食安”，是党和政府对我们食品安
全工作的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美
好生活的期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食品安全
工作的媒体人，能为实现“居大国，食必安”尽
一份力，是我和我们报社的使命与荣耀。今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建党100周年
的特殊历史时刻，中国食品安全事业即将迈
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说到“大国”，狭义指一个国家的自然要
素构成，广义指大且强的国家，甚至世界性大
国、强国。当“大国”和食品安全连在一起，那
应该不仅仅是字面含义，更是国家对人民的
责任、爱护和承诺，让人民以食为天，得安为
先，踏踏实实享受大国担当的获得感。

从媒体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责任与
职责来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
媒体参与“大国食安”工作的效能。

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强化顶层设计，新闻
记者要提升专业素养，做好传播与科普“标
兵”。食品安全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媒
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应坚持微观真实与宏观真
实相一致的原则。其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报
道时，不要仅停留在曝光和问责的层面，还应
该注重后续关注，通过解释性、政策性报道营
造一些公共空间，探索食品安全事件产生的

原因、影响以及如何预防等，推动相关政策法
规的建立健全，从而真正推动我国食品安全
体系建设的进程。记者也要相应具备一定的
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以更加科学、规范的方
式来报道和引导舆论，并做好食品安全知识
科普、政策宣传，辟谣扶正。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及公众要强化同新闻
媒体协同联动，构建严密高效的食品安全舆情
传播机制。新闻媒体承担着宣传与监督两大
重任，为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信息披露及舆论
监督职能，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充分信任新闻媒
体，建立信息畅通的信息披露制度，将其在执
法过程中发现的新闻线索及时向主流新闻媒
体披露，同时在其执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邀
请新闻媒体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主
观能动性，对新闻媒体曝光发现的问题要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督促被报道企业及时整改等，
从而实现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食品安全报社，始终和党中央保持
一致，与读者同频共振，与行业诚信共赢，与
时代呼应相依。1992年创办之初的《中国食
品质量报》，就是策应了国家提出的“质量兴
国”；21世纪初，我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食品
安全事件（如劣质奶粉致“大头娃娃”事件、非
法添加三聚氰胺污染奶粉事件等），不仅加重

了公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感，也严重
损害了我国食品的国际形象。有介于此，
2002年，我们倡议举办中国食品安全年会，倡
导行业自律，去年更名为中国食品安全大会；
2008年奥运会前夕，由北京九合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倡议并发起，报社和北京市工商局、北
京市食安委办公室联合创办了《首都食品安
全周刊》；2009年，考虑与国际接轨，“食品安
全是世界语”，质量是企业的事，监管安全是
国家的事，报纸更名为《中国食品安全报》；
2015年，“社会共治”写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
法》，我们开始在全国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信息
员队伍。

最后，我希望可以代表中国食品安全报
社向“大国食安”行动许个诺：我们将用《中国
食品安全报》、中国食品安全网、中国食品安
全大会、《首都食品安全周刊》、全国食品安全
监管信息员队伍、《食育周刊》这六个行业“唯
一”，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服务，以强化食品
行业社会责任感为己任，以切实担纲食品安
全舆论前沿为使命，把控社会关注焦点，监督
监管执法舆情和企业食品安全防范制度，为
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为
实现“健康中国”、推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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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原副院长郑彦平：

人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种地的，
种了一辈子地。我给自己总结叫做“四农人”：
出身农村，从山区农村长大；就读农大，河北农
业大学毕业；从事农研，搞了一辈子农业科研
和科研管理；服务农民农村，为农民和农村服
务了30多年。我就是个“四农人”。

从农业研究者角度，我着重谈四点对于农
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的看法：

一是从根源抓起，从产地抓起，实现食品
安全。农产品都是种出来的，包括奶、蛋、肉，
都是先从地里种出来的。所以说农产品的安
全也好，农产品的质量也好，食品的安全也好
都要从源头抓起。源头抓起关键在于生产环
境的优化和筛查。要种好，必须首先优化和改
善产地环境。

二是加强农产品标准的建设。现在我国

终端农产品质量标准比较多，但是整个农产品
生产过程的标准、规程制定相对不足。没有针
对生产过程的标准制定、标准管理，很难生产
出标准的农产品和标准的安全食品。随着京
津冀一体化建设，河北蔬菜已经占据北京蔬菜
供应的40%到50%。近三年来，河北农科院、河
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大国食安产业园抓
住机遇，顺势而为，精心研究蔬菜的优质生产，
在河北建设了蔬菜基地。我们的做法主要有
三个方面：首先从源头抓起，狠抓基地建设。
其次抓生产过程中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
再则抓产品标准的制定。当然很多产品是有
国家国标的，但是作为一个企业，要生产优质
产品，制定的标准在某些方面要高于国家的标
准，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比如说河北平泉县产的黄瓜就非常好，就是在

标准制定中注重过程管理、过程监管的结果。
三是农产品品质的提升，离不开科技支

撑，同样农产品标准的制定同样需要科技支
撑。我国农业要依靠科技创新，让农业绿色发
展，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食品安全的生
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有科技支撑。没有
科技支撑，制定的标准将很难执行，或者达不
到预想的目的。

四是扩大经营规模和推广农业机械化。
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很难生产出标准化的
安全农产品。现在我国在积极推动土地流转，
扩大经营规模，没有规模化很难实现机械化，没
有机械化就很难实现标准化，没有标准化就很
难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实现食品安全。
所以要扩大经营规模和推广机械化，更好地实
现农产品标准化，进一步实现农业产业化。

现在我国终端农产品质量标准比较多，但是整个农产品生产过程的标准、规程制定相
对不足。没有针对生产过程的标准制定、标准管理，很难生产出标准的农产品和标准的安全
食品。食品安全的生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有科技支撑。没有科技支撑，制定的标准将
很难执行，或者达不到预想的目的。

加强过程标准建设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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