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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日前，2022年世界标准日
主题活动在京举行，以线上视频方式召
开圆桌会议。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书面致
辞。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舒印彪、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

田世宏强调，世界标准日国际主题
“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与我国推进
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高度契合。要用标准化推动产

业升级，夯实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要
用标准化守护绿色家园，筑牢美好生活
的生态屏障；要用标准化优化公共服
务，增强美好生活的保障能力；要用标
准化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美好生活的质
量成色。

田世宏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数字
化支撑，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离不开数
字化赋能。国家标准委将今年世界标准
日的中国主题确定为“数字时代的标准
化”，旨在以标准化推动数字信息更安

全、数字联通更高效、数字产品更可靠、
数字环境更优越。

会议回顾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实施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化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来自中央网信办、
人民银行、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的行业地
方代表，以及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
经济研究所等标准化科研单位的专家和
相关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

2022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申佳平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官网消息，针对近期生猪价格持续高位
运行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加
强与部分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沟通协调，
研究共同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建议大型养殖企
业保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
促进生猪价格稳定和市场平稳运行；要

求企业不得故意压栏抬价，更不得串通
涨价。

大型养殖企业一致认为，当前生猪
价格已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盲目压栏和
二次育肥会造成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不
利于行业长远发展。相关企业表示，将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带头做好生猪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及时出栏育肥猪，必要时

适当加快出栏节奏，增加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高度关注生猪

市场价格变化，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紧盯
市场动态，持续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
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地方猪肉储备；
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国家发改委：建议大型养殖企业保持正常出栏节奏

中央厨房领域国家
标准编制工作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 10月20日上午9点，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第一批
进口冷链食品展品被运入总仓。在接
下来的10天内，预计约100个全球参展
商、3000箱冷链食品展品，将在总仓集
中完成“最小包装”消毒和核酸检测。

在现场，当运输进口冷链食品展品
的车辆到达后，工作人员马上对司机进
行健康码核验和体温检测，并对车辆进
行消毒。装卸过程中，司机实行“非必
要不下车”。货物入库时，在完成外包
装消毒后，工作人员将展品拆除外包
装，对内里的小包装进行消毒、核酸检
测，再重新装箱、贴标签、放入暂存库，
之后再转入合格储存库。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
处副处长陈艳介绍，第五届进博会进口
冷链食品展品实施“口岸检验检疫、分
批进入总仓、集中消毒和核酸检测、统
一运输入馆、馆内三证三专管理”的闭
环管理。消毒和核酸检测合格的进口
冷链食品展品出仓时，由总仓统一出具
“总仓查验证明”，在包装箱表面加贴追
溯二维码，随货同行，确保全程可追溯，
确保货证相符，且便于馆内巡查管理。

本报讯 孙燕明 近日，由全国饮食
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饭店协
会主办的《中央厨房 建设要求》《中央厨
房 运营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编制启动仪
式暨首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中央厨房 建设要求》《中
央厨房 运营管理规范》已被纳入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第二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全国饮食
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执行。

《中央厨房 建设要求》国家标准将
以合理规范、标准化、节约环保、高效集
约为通用方针，对中央厨房提出建设要
求。《中央厨房 运营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将以标准化、节约环保、高效集约、安全
可追溯为通用方针，指导餐饮企业进行
中央厨房的运营管理。这两项标准将
使中央厨房从硬件到管理的双标准化
有据可依，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与会代表就两项国家标准草案进
行了详细审读、充分讨论，明确了标准
编制的核心方向。全国饮食服务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两项国
家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将组织业内相关
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继续推
进全国范围内的调研和座谈，广泛征求
各地区各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届进博会首批
进口冷链食品抵仓

据新华社消息 水利部等十部门近日
印发《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专
项推进方案》，对乡村建设行动重点任务
之一的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工
作进行部署推进。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乡村水旱
灾害防御能力明显增强，农村供水保障
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
例达到60%。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有关
要求，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局、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

了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工作的
推进方案。

方案要求，结合农村实际需要，以相
关规划为依托，以项目为抓手，统筹推进
县域内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和供水保障工
程建设，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确保乡村水利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用，
为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提供支撑和保障。
方案从强化防洪工程建设、完善抗

旱工程体系、加强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推
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强化水源保护和
水质保障、加强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六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同时，从强化统
筹协调、保障资金投入、分类推进实施三
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十部门部署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

本报讯 李栋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
情调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秋粮已收获
10.46亿亩，完成80.1%。农业农村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北方主产区玉米、大
豆单产提高，增产趋势明显。

分地区看，黄淮海和西北地区玉米、
大豆收获接近尾声，东北大豆收获基本
结束，玉米正在收获高峰。

秋收时节，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一
台台收割机在地里来回穿梭，一派秋收
繁忙景象。

“经过实打实测产，玉米亩产557公
斤，大豆亩产112公斤，实现了‘一季双丰
收’。”种粮大户王训卿的400亩地今年全
部种植了大豆玉米。他给自家算了笔账：
“尽管复合种植模式比净作模式每亩多投

入约200余元，但能多得一季豆，这样比
单一种植玉米每亩能多赚500多元。”

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
至10月11日，秋粮已收获4947.6万亩。
其中，净作玉米收获4051.9万亩；净作大
豆收获66.7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收获66.9万亩。全省冬小麦已播种
87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26.2%。

秋粮持续收获的同时，秋种也陆续
展开。这几天，在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
的田野里，旋耕机、播种机、撒肥机等各
种大型器械纷纷登场，田野里一派繁忙
景象。

在崔家桥镇中艾亭村的高效农业示
范田内，一辆正在作业的自动撒肥机引
得大家“评头论足”。“这是我们今年购置
的自动撒肥机，一个小时可以撒肥料20

亩左右。这款机器播撒肥料均匀，比人
工强多了。”村民陈海林乐呵呵地说。

小麦要高产，种好是关键。在“三
秋”工作中，安阳县共投入各类农机具
1.1万余台（套），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805
台，玉米收获机976台，秸秆还田机1670
台，旋耕机1926台，小麦播种机625台。

“这几天，为抢抓农时，通过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开展秋播秋种培训，为农户
做好各项秋种服务，全力保障秋种的有
力有效开展。”安阳县农业农村副局长张
永刚说。

放眼全国“三秋”生产情况，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朱娟表
示，当前，北方地区增产趋势明显，今年东
北、黄淮海、西北主产区的玉米、水稻、大
豆单产提高，全国秋粮将迎来好收成。

全国秋粮已收获10.46亿亩 完成80.1%

据新华社消息 第二届世界粮食论
坛10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开幕，旨在促
进青年参与、为脆弱国家寻求投资、加强
科技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中的应
用，以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

为期5天的本届论坛由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主办，将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本届论坛延续
上一届由青年主导的方式，主要活动包

括全球青年论坛、粮农组织科学与创新
论坛，以及粮农组织“手拉手”投资论坛。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开幕式上
致辞，强调青年所能发挥的突出和创新
作用。他说，青年正在努力发出多元化
声音，引领实际行动。

粮农组织资料显示，目前全球粮食
安全形势面临多方面威胁，气候危机和
长期冲突等顽疾依然未得到消解，仍在

持续的新冠疫情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叠加通货膨胀飙升以及粮食、饲料、燃
料、肥料和能源价格飞涨，致使形势进一
步恶化。粮农组织最新版《世界粮食安
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饥
饿人口达8.28亿，31亿人无力负担健康
膳食。

第一届世界粮食论坛2021年10月
以线上形式举办。

第二届世界粮食论坛在罗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