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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综合 近日，正值《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版）》（以下简
称新《细则》）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市场
监管部门进一步严格生产许可条件，统一
审查尺度和标准，婴幼儿配方乳粉（以下
简称“婴配乳粉”）生产企业全面落实主体
责任，第三季度婴配乳粉全国监督抽检合
格率达到99.85%，婴配乳粉质量安全形势
持续保持稳定向好。

新《细则》的实施进一步督促企业健
全食品安全责任体系。所有婴配乳粉生
产企业均配备了至少1名全职食品安全总
监、1名全职食品安全员；企业主要负责人
或其授权的食品安全总监承担生产和出
厂放行责任，持续跟踪放行产品质量安全
相关情况，对婴配乳粉质量安全负全责；
食品安全员履行岗位守则，对企业落实相
关法规标准规定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

放行检验结果准确性随机抽查验证。
新《细则》的实施进一步督促企业完

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企业进一步完善
了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日管控、周
排查、月调度”等动态管理机制，要求采取
相应处置措施防控风险；明确了根据岗位
需求，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学时/年；建立
了对关键工序及工艺参数的验证方案；制
定了停产复产前生产环境洁净度保持和

验证、管道设备清洗消毒的相应措施等。
新《细则》的实施进一步督促企业建

立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企业严格了原料
管控，对生乳来源、储运温度和时间，菌株
的菌种鉴定和溯源提出明确要求；使用基
粉的，设置了合理使用期限；制定了产品
防护要求，对可能出现的掺杂使假物质进
行了必要检测，加强了对设备设施清洁消
毒验证的要求等。

三季度婴配乳粉全国监督抽检合格率达99.85%

本报讯李冬阳
近日，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了来源为
中国肉类食品综
合研究中心的“预
包装熟肉制品消
费提示”（以下简
称“消费提示”），
用于提醒消费者
在选购、食用预包
装熟肉制品时注
意保障食品安全
与身体健康。

消费提示指出，
选购预包装熟肉制
品时，应通过正规销
售场所或电商平台
等渠道购买，应选
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包装完好、标签标
识清晰、感官正常、
保质期内的熟肉制
品。要查看食品是
否按照标签标示的
温度进行贮存运
输。不购买来历不
明的熟肉制品，切
记出现胀袋、破损现
象时勿买。

贮藏方面，消
费提示强调，需要
冷藏冷冻的预包
装熟肉制品不能
长距离常温运输
或携带，要避免在
室温下长时间暴
露 ，避 免 阳 光 直
射。购买后应尽
快将其放入冰箱
内冷藏或冷冻贮
存，避免同生食或
无包装食品接触。

食用方面，消
费提示指出，购买
的预包装熟肉制
品应在保质期内
尽快食用，标明具
体食用方法的，应按照标明的食用
方法食用。发现胀袋或有明显异味
的预包装熟肉制品不要食用。打开
包装后未食用完毕的熟肉制品应放
入冰箱保存并尽快食用完毕。食用
临近保质期预包装熟肉制品时，建
议在100℃加热10分钟后食用，确保
食用安全。

此外，消费者如发现预包装熟肉
制品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或对购买
食品的安全有疑问的，可拨打消费者
投诉举报热线12315，或者直接向当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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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
发《关于加强“食药环知”领域信息共享
工作协同提升监督办案质效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检察
机关要会同公安机关在“食药环知”案
件办理中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深
化、拓展“食药环知”领域侦查、检察信
息数据的共享协作，充分发挥信息共享
对服务基层办案、提升执法司法质效的
积极作用。

据悉，为加强“食药环知”领域监督
办案信息共享工作，最高检研发了“检
察机关食药环知办案信息共享系统”
（以下简称“共享系统”）。“共享系统”通
过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获取全国检
察机关办理的食品、药品、环境资源、知

识产权等领域38个罪名的案件的侦查
监督平台数据和不起诉信息，在最高检
与公安部内网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通知》明确，最高检、公安部各相
关业务部门将依托“共享系统”，对“食
药环知”领域38个罪名的监督办案数据
定期、不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就数据反
映出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案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时沟通会商，共同查找问
题症结，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协同提升
“食药环知”领域办案质效。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要依法规
范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
及时准确发现侦查违法违规事项，严格
规范依托“侦查监督平台”，选择监督方
式、制发监督文书，切实提升法律监督

质效。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司

法实践中，“食药环知”领域疑难、复杂、
新型犯罪常见多发，案件办理难度大，
专业化、规范化要求高，对检察机关与
公安机关协同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
事指控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检
察机关要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
公室，会同公安机关及时跟踪研判相关
业务数据变化，共同分析案件质量问题
和监督办案中存在的苗头性、趋势性问
题，推动提升依法惩治“食药环知”犯罪
的能力水平。同时，要注意加强与法
院、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健全工
作衔接机制，推进“食药环知”领域治罪
与治理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最高检提升“食药环知”领域监督办案质效

商务部全力推进中华老字号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 李楠 近日，商务部召开例

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何亚东表示，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
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既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已
成为老百姓生活“日用而不觉”的重要
组成。

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于2006年、2011
年先后认定两批共1128个中华老字号品
牌，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出政策、办活动、
搭平台。第六届进博会期间，商务部举
办了第三届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大会，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专业机构、
老字号企业家代表分享交流经验，组织
老字号技艺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

发布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情况。
2022年，中华老字号企业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实现营业收入超1.2万亿元，
近7成企业实现盈利。今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发展
势头良好。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因为经
营不善等原因，已经退出了市场。

为推动中华老字号顺应市场机
制、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老字号
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今年4月，商务
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物局，部署开
展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坚持“优中选
优”的工作原则，建立实施“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已有中华老字号

进行全面复核。
近期，经企业自查、地方初核、专家

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商务部联合相
关部门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将长
期经营不善，甚至已经破产、注销、倒
闭，或者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所有权、
使用权的55个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
录；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的73个品牌，
要求6个月予以整改；继续保留1000个
经营规范、发展良好的品牌。

何亚东表示，后续，商务部将会同
相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字号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老字
号深挖文化底蕴，对标先进理念，守正
创新发展，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全国一体化知识产权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
本报讯 孙自法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近日在北京举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知识产
权局公共服务司司长王培章回答提问
时透露，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加
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知识产权数字公共
服务平台。

他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持续
加大对地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和
数据库建设的指导力度，加大对知识产
权信息公共服务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
推动实现各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和数据库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推动创
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王培章说，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
局坚持“智慧高效”的工作目标，加快对
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系统的整合、优

化、升级，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产品供给多元化、服务智能化。

一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系列智
慧便捷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产
品。基本建成以国家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网为枢纽，专利检索及分析系
统、外观设计专利检索公共服务系
统、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知
识产权数据资源公共服务系统、专利
业务办理系统、欧盟商标查询系统和
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等为主要载体的
“1+N”模式信息公共服务产品。截
至目前，公共服务网访问量累计已达
1110万次。

二是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查询
服务便利化水平。在国务院客户端、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知识产权”主题
服务，实现专利公布公告、商标公告、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等信息“掌上查”，
累计提供服务170万次。

三是顺利完成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平台立项工作。坚持用户思维和
目标导向，不断丰富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平台业务场景，完善功能设计。今
年6月，平台初步设计方案获得国家发
展改革委批复，立项工作圆满完成，为
加快建立知识产权数据的汇聚中枢和
共享枢纽，更好发挥知识产权数据价值
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是统筹指导地方集约化建设知
识产权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坚持“全
国一盘棋”理念，指导有关地方聚焦
创新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建设
差异化、特色化知识产权专题数据
库，集约化建设知识产权数字公共服
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