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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双节即将来临，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
决策部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多措
并举，确保“双节”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加强市场供应保障，紧盯元旦、春
节等重要时点，加强粮源组织调度，做
好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各环节有效
衔接，发挥好政府储备吞吐调节作用，
确保粮油产品不脱销、不断档。强化市
场监测预警，密切跟踪粮食市场动态，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的分析研
判。定期发布粮食收购进度、市场价格

等相关信息，帮助广大企业和种粮农民
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司长秦玉云介绍，从国内看，今年粮
食生产再获丰收，连续7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
调控物质基础十分扎实。同时，粮食市
场调控体系逐步完善，调控针对性和精
准性进一步增强。

自今年6月份开展以来，专项执法
行动严肃查处涉粮违法违规案件，依法
作出警告以上行政处罚199例，罚款

632.63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3.02万元。
黑龙江、辽宁、湖南、河南等省份，严肃查
处了一批“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以陈
顶新”“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典型案
件，依法依规作出了行政处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执法督查
局局长钟海涛表示，指导各地粮食和储
备部门结合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继续严肃查处涉粮违法违规问
题，做到思想不松懈、行动不松劲，充分
发挥案件查办的震慑作用，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 翟李强 12月
7日，国家食品安全与营
养创新平台专题研讨会
在广西召开，会议围绕如
何推进建设平台进行研
讨，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
逐步完善。

据悉，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工作是防城港国际
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点工
作，国家食品安全与营养
创新平台是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和防城港市政府
三级共建的“政产学研用
介”一体化的创新性平台，
将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促进卫生健康资源
区域均衡布局、促进食品产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提升中国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科技创新能力、助力
RCEP签署后的中国—东
盟食品与营养健康贸易合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国家食品安
全 与 营 养 创 新 平 台 于
2019年10月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谋划启动，2021年
5月，国家11部委出台的
《支持防城港国际医学开
放试验区改革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明确：“支持试验
区依托国家级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权威机构，建设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东盟国家食品安全与
营养创新平台。”

平台建设内容概括为
“五中心一基地”，即食品
安全与营养检验检测中
心、食品安全与营养技术
创新研发中心、国际(东
盟)食品安全研究中心、食
品安全与营养创新技术孵
化中心、特色食品产业集
群创新发展中心、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宣教基地。

据悉，根据顶层设计
的谋划，随着平台的建成，防城港国
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健康食品产业
“创新平台+孵化平台+产业园区”的
布局逐步成型，食药同源物质、地方
特色食品、海洋食品、保健食品、特医
食品等产业，将成为防城港国际医学
开放试验区暴发式增长的重要产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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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12月6日，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
267亿斤，增长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
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7632千公顷，比2020年增加863千
公顷，增长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
100177千公顷，比2020年增加2213千
公顷，增长2.3%。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因2020年以来，玉米价格大幅上

涨，种植效益提高，农民种植玉米意愿
增强，以及受播期土壤墒情适宜和种植
效益趋好等有利因素影响，玉米、小麦
播种面积增加。而由于大豆收益与玉
米相比较低，农民种植意愿减弱，豆类
面积下降，薯类面积稳中有增。

同时，2021年，虽然河南等地极端
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西北陕甘宁局部
地区阶段性干旱，秋收时期华北和黄淮
海地区出现连阴雨天气，对部分地区秋
粮产生一定影响，但全国主要农区大部
分时段光温水匹配良好，气象条件总体

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据了解，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
增长2.0%。其中谷物产量63276万吨，
比2020年增加1602万吨，增长2.6%。
其中，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均实现增
加；豆类减产明显，薯类产量增加；东北
三省及内蒙古对增产贡献较大。此外，
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合计增产达188
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
70.3%。新疆、安徽、湖南、四川、山东均
增产10亿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

全年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本报综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
委）围绕疫情防控、绿色可持续、农业农
村、公共服务等领域，集中发布一批重要
国家标准，对于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助力
保障人民品质生活都起到重要的技术支
撑作用。

在疫情防控领域，《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质量评价要求》等5项系列
国家标准，覆盖了核酸检测、抗体检测、抗
原检测等新冠病毒检测的主要类型，针对
不同方法学，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为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的研发、注册
和上市后监管提供了可参考的技术依
据。这5项标准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应
急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疫情
防控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绿色可持续领域，《净水机水效
限定值及水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从适用范围、净水产水量、额定总净水
量、去除效果等方面提出要求，呼吁消
费者购买和使用节水产品。此外，还有
《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

要求》和《生物降解饮用吸管》两项国家
标准。

在农业农村领域，《畜禽肉质量分级
规程》国家标准，规定了分级前的准备、分
级评定、标识和记录等操作要求。该标准
的发布和实施，将进一步规范猪、牛、羊、
鸡、鸭胴体及其分割肉的质量分级，提高
我国畜禽肉分级的准确性，实现优质优
价，引导畜牧业生产、屠宰加工由粗放向
精准、由低值向高效转变。同时，也是推
动我国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国际竞

争力，实现质量强国的重要保障。《海洋牧
场建设技术指南》国家标准，聚焦海洋牧
场建设全流程的各项关键技术环节，明确
提出了海洋牧场建设需考虑的关键技术
要素，并统筹兼顾了我国沿海地区的生境
差异与经济水平差异，可有效助力海洋牧
场建设企业、实施单位与管理部门开展海
洋牧场的建设、验收等工作顺利开展，具
有较强的可执行性，同时可以提高海洋牧
场建设的质量，提高海洋牧场生态功能与
经济功能的稳定性。

本报讯 刘婷玉 在12月8日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表示，构建新
发展格局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安排。具体讲，
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全面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水平。

第二，强化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
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开展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和种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
化应用，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

第三，优化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
善乡村产业布局，推动形成县城、中心
镇、中心村功能衔接的产业结构，培育
壮大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体
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加快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
展农业产业功能，多向提升乡村价值。

第四，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
化城乡土地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
业农村，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第五，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
级。多措并举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改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推进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稳定大
豆、食糖、棉花等农产品国际供应链，发
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围绕
粮食安全、水产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
农业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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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加快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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