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国新办4月20日就2022年一
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
布会，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
陈萍在会上表示，目前，全国的“菜篮子”
产品生产基础比较扎实的，总量充足。

会上，记者问：目前，一些疫情严重地
区部分蔬菜品种涨幅比较大，鲜活农产品
供应压力较大，如何加强这些地区“菜篮
子”产品保供？

对此，陈萍指出，我国蔬菜生产供应
和市场运行季节性比较强。按照常年的
规律，春节以后随着气温回升，蔬菜上市
量增加，价格一般都会季节性回落。今年
春季菜价回落比常年慢了一些，主要是受
不利天气、成本上涨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
素叠加的影响。

陈萍表示，目前，全国的“菜篮子”产
品生产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总量充足。

4月上旬，我国在田蔬菜面积是7400万亩
左右，同比增加近300万亩，产量约1930
万吨，同比增加100多万吨。肉蛋奶、鱼
果蔬供应总量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
民消费需求。由于前一段时间新冠肺炎
疫情多点散发，一些地区遇到了不同程度
的田头采收难、物流配送不到位等问题，
局部地区“菜篮子”产品供给受到了一些
影响。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迅速行
动，及时调度36个大中城市生产供应情
况，组织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做好联合保
供，加强“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协同，切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稳
产保供。

陈萍还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强化“菜篮子”产品生产。合理安排
蔬菜熟期品种和上市茬口，推动大中城市

发展速生叶菜、芽苗菜，增加市场供给。
保障出栏畜禽、出塘水产品正常运销秩
序，畅通种畜禽(苗)、饲料等供应运输和蜜
蜂养殖转场，引导规模经营主体开展互助
合作、互换用工，确保生产及采收。

促进“菜篮子”产品顺畅流通。督促
各地落实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要求，将
粮油、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
品纳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范
围，优先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对司乘
人员通信行程卡绿色带星号且跨省份进
出涉疫地区的农产品运输车辆，在持有通
行证并符合防疫要求的基础上，不得随意
限制通行和擅自劝返。

加强重点地区“菜篮子”产品保供。
推动全域封闭地区尽快设立“菜篮子”产
品中转调运站、接驳区或分拨场，采取“换
人不换车”“一车一消杀”等方式，解决跨

区运输问题。实行通信行程卡“白名单”
管理模式，在严格落实健康监测和核酸检
测等措施的基础上，进出全域封闭地区的
货车司乘人员原则上不进行隔离。尽快
恢复批发市场、社区菜店等流通节点功
能，加强社区配送保障。

做好“菜篮子”产品产销对接。推动
大中城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合作
关系，组织批发市场、商超企业等主体与
生产基地直接对接，稳定货源、顺畅产
销。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恶意炒作等
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发挥“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应
对疫情保障供给作为重要考核内容，以考
核促保供、畅流通、稳市场，保证“菜篮子”
产品充足供应。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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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关于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市场监督
管理所建设规范（暂行）》（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建设规范》），对市场监管
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
为加快构建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夯
实做强市场监管基层基础起到重要指
导作用。

市场监管所是市场监管系统最基
层组织、最基本力量。加强市场监管
所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基层治理部署要求的迫切需要，是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

措，是推动落实《“十四五”市场监管现
代化规划》的有力抓手。

《指导意见》重点解决“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怎么建设市场监管所”的问
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总体
要求，明确了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
目标。二是主要任务，提出了加强政
治建设、明确事权划分、规范业务运
行、创新监管方式、配强工作力量、提
升专业能力、统一外观形象、强化基
础建设和加强信息化支撑9方面任
务。三是组织实施，从加强组织领导、
积极争取支持、鼓励探索创新等方面

提出具体要求。
《建设规范》重点解决“市场监管

所建成什么样”的问题，共100条，明确
了任务目标、岗位职责，提出了业务工
作的具体要求，规范了内部管理有关
事项，明确了加强基础保障的具体措
施，规定了考评与监督的主要内容。

总局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
将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成立领导小组，逐级制
定工作方案，抓好组织落实，争取同级
党委、政府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持
续促进基层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基层
监管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记者钟艳平 近日，《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
（以下简称《通则》）经市场监管总局（标
准委）批准发布，将于今年10月1日起
正式实施。这是《通则》自2014年发布
后进行的第一次修订，是2018年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后农业农村部牵头起草的
第一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国家标准。

修订《通则》是贯彻落实《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于2014年
和2016年先后发布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则》《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两项国家标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评价“首”“尾”两个关键环节进行规
范。《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国家标准
对高标准农田进行了科学定义，解决
了高标准农田“建什么、怎么建”的问
题，对全面规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一共布置了
七大工程和五大行动，其中第一项行
动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
具体内容包括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数字乡
村、乡村旅游、农村人居环境等领域标
准研制等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则》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体系的核
心组成部分，修订该标准是贯彻落实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重要举措。

新版《通则》重点突出四个特点
新修订的《通则》坚持以全面提升

农田质量为目标，以体现区域特色为
重点，面向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
化，突出农田工程建设和质量建设，坚
持“科学布局、分类施策，目标导向、良
田粮用，生态理念、注重质量”等编制
原则，完善相关内容与技术规范，促进
农田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版《通则》弥
补了原版在实际应用中部分指标设置
不合理等不足，并突出了四个特点：

一是突出因地制宜，划定了不同
建设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区、黄
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
区、西北区和青藏区等七个区域，分区
域制定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农田地力标准参考值，充分凸显了
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

二是突出目标导向，明确了分省

粮食产能指标。《通则》分别规定了各
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标，确保到
2030年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后，加
上改造提升已建的高标准农田，能够
稳定保障1.3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守
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三是统筹设施建设与地力提升，
细化完善了地力提升相关内容。在修
订设施建设指标的同时，着重补充完善
了地力提升相关指标，为各地开展耕地
质量提升建设提供有效技术参考。

四是突出科学适用，提升了标准
可操作性。将建设内容分为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两
大板块，每一板块详细划分具体工程类
别，每一类别详细制定建设标准，确保
地方开展各类工程建设都能有所参照。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
将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2021—2030年）》要求，会同农业农村
部重点做好《通则》宣贯培训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标准体系健全完善两项工作，
为新时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理，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实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新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发布

本报综合 近日，水利部、财政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巩固拓展农村
供水脱贫攻坚成果的通知》，明确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补齐必
要的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

《通知》要求，要组织对脱贫地区和脱贫
人口饮水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和动态监测，切
实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守住农村供水
安全底线。要以县为单元，建立在建农村小
型水源和供水工程项目清单台账，加快农村
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确保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

《通知》强调，脱贫地区要用好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政策，依法依规利用农村供水工程
维修养护补助资金等水利发展资金，做好农
村小型水源和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工作。

《通知》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聚焦短板弱项，把加强脱贫地区农村供
水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项重要任务，切
实提升脱贫地区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三部门联合守住
农村供水安全底线

本报综合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与中国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助力扩大农
业农村有效投资。

协议明确，三方将围绕抓好粮食生产、
扩种大豆油料、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支持
农业国际合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合力推动乡村发展、大力支持乡村建设、
加快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
务实紧密的合作。为促进协议高质量落地
实施，三方制定具体合作方案，提出加快推
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助力农业对外开
放、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做好
定点帮扶工作、服务城乡融合及农村消费升级
等13项具体合作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
分工，共同探索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创新金融
支农产品、服务和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农业农村部推动强化
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市场监管总局：

全面部署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农业农村部：

全国“菜篮子”产品生产基础扎实 总量充足

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