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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近日，商务部党组书
记、部长王文涛主持召开部党组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5
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抓紧抓实
商务领域疫情防控和生活必需品市
场保供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
重大战略成果，深刻分析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
重点工作，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完整
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
针政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
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
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
策的言行作斗争。

会议强调，要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时不我待的精神、分
秒必争的行动抓紧抓实商务领域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要全力做好全国特
别是疫情重点地区的生活必需品保
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供应总
体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需求。要压实工作责
任，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
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敢斗善斗，担
当作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消息 针对近日媒体反
映个别地方毁麦开工及网上流传的
“割青麦作饲料”短视频，5月 10日
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负责人接受采
访。该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对
此高度重视，“五一”期间就组织相
关省份进行核查核实。近日，农业
农村部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
全面排查毁麦开工、青贮小麦等各
类毁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

一起处理一起。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小麦

生产经历了抗秋汛、促弱苗、防病虫
等多个关口，经过多方努力，目前小
麦长势良好，丰收的好形势实属不
易。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
地持续强化小麦后期田管，落实“一
喷三防”全覆盖等增产措施，提前组
织好跨区机收，确保颗粒归仓。该
负责人强调，还有20天左右小麦就

成熟收获了，对被征用为建设用地
的麦田，也要在小麦成熟收获后再
开工建设，珍惜农民朋友 200多天
的劳动成果，中国人的饭碗大家一
起端。

该负责人表示，恳请社会各界共
同监督，如发现毁麦问题线索，请及时
拨 打 农 业 农 村 部 热 线 电 话
（010-59191312）反映，一经查实，将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农业农村部：

全面排查毁麦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本报讯 5月10日，华储网发布关于
2022年第七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竞价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称，此次收储挂牌竞
价交易4万吨。

通知明确，本次收储品种为符合国家标
准GB9959.2的Ⅱ号、Ⅳ号分割冻猪瘦肉，必
须是收储交易日之后生产加工的产品。

通知还指出，此次收储交易按标的
进行，每个标的为300吨，不足300吨的
按一个标的计。此外，每个标的冻猪肉
品质与包装要完全相同（即同一屠宰加
工企业、品名、重量和注册商标等）。

通知明确，交易时间为 2022年 5月
13日下午 13∶00—16∶00；交易上限价按
照国家有关部门文件要求进行配置，并
在电子交易系统公布。

据中新经纬统计，自2022年以来，华商
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累计收储挂牌
竞价交易23.8万吨冻猪肉。此次收储后，年
内累计收储量将达27.8万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外三
元）价格自3月下旬以来连续回升，每千
克价格4月下旬价格为14.6元，较3月中
旬的11.9元上涨了2.7元。

全力做好疫情重点地区生活必需品保供

今年第七批中央储备
冻猪肉将再收储4万吨

本报讯 记者钟艳平 日前，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关于2021年市场监管部
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以
下简称《通告》），《通告》显示，2021
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率
为2.69%，较2020年上升0.38个百分
点。其中，第四季度监督抽检不合格
率为2.85%。

《通告》指出，2021年，全国市
场监管部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6954438批
次，依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等 进 行 检 验 ，发 现 不 合 格 样 品

187368批次。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量大

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等5大类
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分别为
0.84%、1.35%、1.26%、0.24%、0.13%，均
低于总体抽检不合格率。与上年比，
茶叶及相关制品、蜂产品等21大类食
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但餐饮食
品、食用农产品等10大类食品抽检不
合格率有所上升。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
一些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

品总量为：农药残留超标26.38%，微
生物污染 22.40%，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 12.24%，兽药残留超
标 10.10%，质量指标不达标 8.68%，
重金属等污染 8.36%，有机物污染
问题8.30%。

《通告》表示，针对监督抽检发现
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
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督促有
关生产经营企业下架、召回抽检不合
格批次产品，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
险，按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处置并公布
信息。

本报讯 李栋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
调度显示，全国已春播粮食4.92亿亩，完成
意向面积超过一半，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数据显示，截至5月5日，吉林省粮食
作物播种已完成61.45%，同比快3.83个百
分点。其中，玉米已播种79.65%，同比快
5.11个百分点。

在国新办举行的2022年一季度农业农
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总
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今年
春管春播进展总体较好，今年春播粮食意
向种植面积9.4亿亩，比上年有所增加。

“总的看，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保持
平稳发展势头，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大
局提供了有力支撑。”曾衍德表示，下一
步，将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持续抓
好保供、衔接、禁渔、建设、要害、改革重点
任务，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努力确保农业稳
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全国已春播粮食
4.92亿亩进度过半

据新华社消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5月10日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
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
划。规划聚焦人民群众在“医”“食”“美”
“安”领域的更高层次需求，提出发展生
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生物安
全四大重点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
翔在5月1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规划将生物经济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
科技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应对生命
健康、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等重大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此
次发布的规划指出，生物经济以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力，以保
护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为基础，以广泛深
度融合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环
保、材料等产业为特征。

规划提出生物经济发展阶段目
标。到 2025年，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生物经济总量
规模迈上新台阶，生物科技综合实力

得到新提升，生物产业融合发展实现
新跨越，生物安全保障能力达到新水
平，生物领域政策环境开创新局面。
到 2035年，按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要求，我国生物经济综合实力
稳居国际前列，基本形成技术水平领
先、产业实力雄厚、融合应用广泛、资
源保障有力、安全风险可控、制度体系
完备的发展新局面。

规划明确五大重点发展任务，分别
为大力夯实生物经济创新基础、培育壮
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积极推进生物资

源保护利用、加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
系、努力优化生物领域政策环境。

“在部署培育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方
面，规划明确加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
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促进生物技
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生物
产业多样化水平。”王翔说。

同时，规划提出生物经济创新能力
提升、生物医药技术惠民、现代种业提
升、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示范、生物技术与
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生物资源保藏开发、
生物经济先导区建设7项重大工程。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发布
聚焦“医”“食”“美”“安”四方面培育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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