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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4月25日，农业农村部再
次召开小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工作推
进落实视频会，进一步调度分析黄淮江
淮西北小麦病虫害发生态势，对当前小
麦病虫害防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
实，全力打好防病虫保夏粮丰收攻坚战。

会议指出，目前江淮江汉冬小麦处
于盛花期，黄淮、华北、西北东部等地也
开始抽穗扬花，正是小麦赤霉病、条锈病
防控关键期。气象部门监测和专家分
析，4月中旬以来，江淮北部、江汉东部、
黄淮海主产区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温
湿条件利于小麦赤霉病、条锈病侵染，加
之近期大风天气多，也利于病菌借气流、

风雨传播扩散。预计未来10天小麦主产
区还有降雨过程，加之气温回升，加大了
小麦赤霉病、条锈病暴发流行风险，未来
10天是病虫防控关键“窗口期”，防控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不能麻痹松懈，不能
贻误时机，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要把小麦赤霉病、
条锈病防控作为抓好当前夏粮生产工
作的大事要事，挂图作战、督战督办，
在责任、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协同
发力，确保把小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
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一是抓责任落
实。提高政治站位，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要求，层层压实防控属地责任，

加强防控工作组织领导，对发生情况、
防控进度、资金投入等要实行日调度并
通报督促。二是抓资金落实。抓好防
控资金落实，确保时节到、作业到、资金
也到。三是抓专业服务。要全面摸清
统防统治组织和高效植保机械情况，
创新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推进专业化统
防统治，提高防控效果和效率，确保喷防
作业全覆盖。四是抓指导服务。要落
实包保机制，及时派出防控技术指导组
和科技小分队，帮助农民抓住防控“窗
口期”落实好防控措施，确保小麦条锈
病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赤霉病
病粒率控制在2%以内。

农业农村部全力打好防病虫保夏粮丰收攻坚战
本报讯 施韶宇 国家林草局日前发布，

今年是《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的开局之年，据最新调
度，各产区一季度已完成油茶新增种植
233.1万亩、低产林改造231.14万亩，年度计
划任务完成近半。完成补植补造66.87万
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90.15%。

当前正是油茶种植、改造生产的黄金
时段。国家林草局全面部署，科学推进油
茶扩面提质增效工作。各地各级政府积极
响应落实，强化责任担当，从政策、资金和
保障上支持油茶产业发展。各产区各地克
服春旱等不利影响，积极备苗整地，落实方
案任务。其中，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四省
总体进度超过年度计划60%，湖北、贵州、河
南已超方案年度计划完成低产林改造任务。

按照方案要求，到2025年，全国油茶种
植面积达9000万亩以上、茶油产能达200万
吨。目前，我国油茶种植面积在7000万亩
左右，茶油年产量约100万吨，要实现“3年
新增油茶种植 1917万亩、改造低产林
1275.9万亩”目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今年油茶年度计划
任务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综合 4月24日，国新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2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
步提升，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加
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国家
知识产权局将统筹推进各类知识产权
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制定修订工作。

专利法方面，将加快推动完成专利
法实施细则修改，促进专利开放许可、
实用新型明显创造性审查等新修改内
容实施，积极推进实用新型制度改革，
做好我国加入海牙协定后的审查管理，
全面融入全球外观设计体系。

商标法方面，我国将加快新一轮商

标法的修改论证，着力解决商标领域恶
意抢注、大量囤积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地理标志方面，我国将加快地理标
志专门立法，协调地理标志专门保护和
商标保护两种模式，制定地理标志统一
认定实施方案，实现地理标志认定统一
入口、统一出口，更好发挥地理标志在
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和文化传
承等方面重要作用。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加强大
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
业态知识产权规则研究，助力相关领域
创新发展。同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
际规则制定，更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
据悉，2022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

79.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9.4件；查办专利商标等领域
违法案件4.4万件，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案件5.8万件；专利商标质押
融资总额达 4868.8亿元，同比增长
57.1%；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15项
知识产权改革任务有效落实，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机构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加
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
定》和版权方面的马拉喀什条约，完成
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第二批350
个产品清单公示。

我国将推进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制定修订

本报讯 当前，餐饮业呈现复苏势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餐饮收入
增长13.9%，餐饮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向好。

从地方数据来看，更是喜人。一季度，
北京餐饮收入从去年全年下降15.2%，转为
今年一季度增长13.5%，回升28.7个百分
点；南京全市餐饮业营业额增长15.3%，较
去年同期提升20.3个百分点。

餐饮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
点领域，也是经济复苏的“晴雨表”。促进
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
有重要意义。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现存餐饮
相关企业1406.6万余家；从2023年一季度
数据来看，餐饮业新增注册企业近50万家，
与2022年同期相比，上涨7.4%；从地域分布
来看，广东以136.8万余家位列区域首位，
山东、江苏分列二、三位，分别拥有100.8万
余家以及91.5万余家；从成立时间来看，
49%的相关企业成立于1~5年内，成立于10
年以内的相关企业占比8.2%；从企业性质
来看，超九成的相关企业属于个体工商
户，作为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其复苏彰
显出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

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添加剂管理

一季度全国餐饮业
收入取得两位数增长

本报讯 李晶晶 为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有关要求，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公告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添
加剂管理。

公告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并
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在
食品中的使用量；严格按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允许
使用品种、使用范围以及最大使用量或

残留量，规范食品添加剂管理。餐饮服
务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将食品
添加剂管理情况作为“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工作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应
当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
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规定，制
定并实施食品添加剂采购控制要求，采
购依法取得资质的供货者生产经营的食
品添加剂，采购时按规定查验并留存供
货者的资质证明复印件。应当按照GB
31654规定，设专柜（位）贮存食品添加
剂，标注“食品添加剂”字样，并与食品、
食品相关产品等分开存放。按照先进、
先出、先用的原则，使用食品添加剂。

存在感官性状异常、超过保质期等情形
的，应当及时清理。使用GB2760有最
大使用量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应当采用
称量等方式定量使用。使用GB2760规
定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品种以外的食品
添加剂的，应当记录食品名称、食品数
量、加工时间以及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
称、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量、使用人等
信息。用容器盛放开封后的食品添加剂
的，应当在容器上标明食品添加剂名
称、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期限，并保留
食品添加剂原包装。开封后的食品添加
剂应当避免受到污染。

公告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食品

添加剂，不应当掩盖食品腐败变质；不应
当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
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
品添加剂。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应当采购、
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
使用的品种。

公告强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
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本公告要求，规范食品添加剂管
理。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检查
和抽样检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
的，依法予以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一律
移送公安机关。

本报综合 2023中国农业展望大会
近日在京召开。大会发布《中国农业展
望报告（2023—2032）》（以下简称《报
告》），对未来十年中国农业市场走势作
出展望。《报告》预测，未来10年，我国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持续构建，农业
强国建设将取得显著进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农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在
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等有利条件下，中国粮食安全根基将得
到持续巩固。

《报告》介绍，2022年，我国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稳住了基本
盘，夯实了压舱石，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提供了基础支撑。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基础持
续稳固。2023年，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
实，农业强国建设开局良好。在“两稳
两扩两提”发展目标引导下，预计2023
年，大豆种植面积将增加484万亩、油
菜籽面积增加800万亩，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将达17.82亿亩，比上年增长0.4%；
粮食生产保持稳步增长，预计2023年
粮食产量将达6.94亿吨，增长1.1%。

展望未来十年，《报告》指出，随着
我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培育出一批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种源和节水高抗
新品种，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加速推进，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短板不断
补齐，农业科技增产提效显著，预计

2032年粮食单产水平将比基期提高
9.8%，其中玉米、大豆单产分别将达499
千克/亩和183千克/亩，较基期分别将
提高17.8%和39.3%。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显著增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
完善，食物来源渠道进一步拓宽，展望
期内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1.2%，预计
2032年将达7.67亿吨，其中大豆和油料
自给率持续提升，大豆产量、自给率分
别将达3675万吨和30.7%；蔬菜和猪肉
生产更加稳定，分别保持在8.0亿吨和
5600万吨左右，禽肉、奶类和水产品产
量分别将增至2926万吨、5602万吨、
7248万吨。到展望期末，我国粮食播种
面积预计将增加到18亿亩左右，其中
谷物面积有望达到15亿亩、大豆面积
不断扩大到2.01亿亩。

未来十年我国粮食产量预计年均增长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