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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综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
发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4年1月1日
起施行。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
“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
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
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
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特医食品为病
患的疾病治疗、康复、机体功能维持等发
挥重要营养支持作用，其质量安全关系特
殊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办法》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要求，结合行业发展和注册管理实践，
进一步严格产品注册条件、要求、程序，保

证产品质量安全和临床效果，强调以临床
需求为导向，鼓励企业研发临床急需产
品，不断扩展特殊人群的可及性。

《办法》共7章64条，对拟在中国境内
生产并销售特医食品和拟向中国出口特
医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从申请条件、注
册程序、临床试验、标签与说明书、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严格产品注册，细化管理要求。
进一步强调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能力、
法律责任和义务；明确7种不予注册产品
的情形；细化现场核查要求，必要时对原
料开展延伸核查；在注册证书中增加“产
品其他技术要求”项目，进一步保障产品

质量安全有效。
二是鼓励研发创新，满足临床需求。

设立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罕见病类别、
临床急需且尚未批准新类别等产品实施
优先审评，审评时限由最多的90个工作日
缩减至30个工作日，优先安排现场核查和
抽样检验，鼓励企业研发新产品，满足临
床需要。

三是规范标签标识，维护消费者权
益。强调特医食品标签应当真实、准确、
清楚、明显，符合法规标准要求；严格标签
主要展示版面应当标注的内容，便于消费
者识别；明确产品标签不得对产品中的营
养素及其他成分进行功能声称，防止误导
消费者。

四是优化注册流程，提高注册效能。
优化注册现场核查流程，给予企业30个工
作日反馈是否接受现场核查，并明确具体
核查时间，兼顾核查准备和工作时效；将
临床试验现场核查时限压缩10个工作日，
提高产品注册效率；明确电子证书的法律
效力，服务企业便利化。

五是严格监督管理，强化法律责任。
对注册过程中涉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明确不得撤回注册
申请，并依法处理。对以欺骗贿赂获取注
册证书，以及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转让注册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处罚力度。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消息 自然资源是高质量
发展的物质基础、空间载体和能量来
源。我国将坚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严
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12月4日
在首届自然资源与生态文明论坛上说，
通过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报请党
中央、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我国加快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
格局。通过划定“三区三线”，确定
18.65亿亩耕地、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划定陆域和海域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319万平方公里。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就要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围绕“三区四带”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全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我
国组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完成治理面积8000万
亩，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近435
万亩，整治修复海岸线2000公里，修复
滨海湿地60万亩，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

节约资源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
之策。通过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双控，2022年我国单位GDP建设用地
使用面积较5年前下降18.9%；严格管
控围填海，确保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支持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发展，
制定实施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
实施方案，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产权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基础性制度。我国统筹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建立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统一报告制度。

王广华说，我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生
态治理行动，参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
定等磋商，开展深海、极地科学考察，加
快建设我国第5个南极科考站，为全球
生态环境监测、气候变化研究和可持续
发展规划提供服务。

本届论坛由自然资源部、浙江省人
民政府等联合主办，主题是“推动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讯 王瑶琦 柴嵘 国
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公告，将巴
拉圭冬青叶（马黛茶叶）等9
种物质列入“三新食品”。

巴拉圭冬青叶（马黛茶叶）
是以冬青科冬青属植物巴拉
圭冬青（IlexparaguariensisA.
St.-Hil.）的叶为原料，经采
摘、烘烤、切碎、干燥等工艺
制成。主要营养成分为碳水
化合物、粗纤维、蛋白质、脂
肪、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
等，且含有少量的多酚、黄酮
和皂苷类等物质。巴拉圭冬
青叶（马黛茶叶）在美国被作
为“ 一 般 认 为 安 全 的 物 质
（GRAS）”管理，欧盟批准其
作为新食品原料使用，加拿大
批准其作为天然健康食品使
用，巴西批准巴拉圭冬青的叶
和茎可用于制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
全性审查管理办法》规定，国
家卫健委委托审评机构依照
法定程序，组织专家对巴拉圭
冬青叶（马黛茶叶）的安全性
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新食
品原料生产和使用应当符合
公告内容以及食品安全相关
法规要求。鉴于巴拉圭冬青
叶（马黛茶叶）在婴幼儿、孕
妇和哺乳期妇女人群中的食
用安全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
防原则考虑，上述人群不宜食
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
不适宜人群。该原料的食品
安全指标按照公告规定执
行。待代用茶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发布后，则按照代用茶
的标准执行。

此外，酵母蛋白、儿茶素2种物质申
请新食品原料；食用单宁、乙酸乙酯2种
物质申请食品添加剂新品种；N，N'-己
基-1，6-二［3-（3，5-二叔丁基-4-羟苯
基）丙酰胺］、2，2-双［［3［3，5-双（1，1-
二甲基乙基）-4-羟苯基］-1-氧代丙氧
基］甲基］-1，3-丙二基-3，5-双（1，1-
二甲基乙基）-4-羟基苯丙酸酯；四［3-
（3，5-二叔丁基 -4-羟基苯基）丙酸］
季戊四醇酯、咖啡渣、甲基丙烯酸丁酯与
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和1，4-
丁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的聚合物4种物
质申请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均通过。

“三新食品”是指新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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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过划定“三区三线”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本报综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一批危害
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司法
机关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引导广大
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效。

食品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食
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9年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对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两高”联
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
严密了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

刑事法网。各级法院、检察院始终将食
品安全司法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
任务，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积极参与社
会综合治理，筑牢打击违法犯罪、保障
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2013年至2022
年，司法机关办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刑事案件4.5万余件，追究刑
事责任6.2万余人。此外，还对大量危
害食品安全犯罪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等相关罪名定罪处罚，有效打击危害
食品安全犯罪。

此次发布的4个案例，涉及牛肉制
品、减肥食品、米粉、腊肉4类食品，包括

以假充真、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等典型犯罪手段，均具有很强的
代表性。其中，多名被告人被判处重
刑，并被处以高额罚金，体现了司法机
关坚持人民至上、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的坚定决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食品
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监督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依
法履职、能动司法，维护好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两高”联合发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综合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大
中型灌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开展数字
孪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为全年粮食丰
收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水利部连续
两年遴选多处遗产工程灌区，开展数字孪
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通过对古老灌区的
数字赋能，提高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
力，动态优化灌区工程、供水调度。

目前，全国34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覆盖了3684万亩的灌溉面积，有力夯实
了粮食安全水利基础保障。

数字孪生水利，通俗来说是指用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采集全量
数据，开展智能化模拟和可视化展示，把
江河湖库的水体运动、水网管理、工程调
度等装进数字空间，更加直观地做到超
前模拟推演、仿真分析，进而优化防汛
调度、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目前，我国已有34家灌溉工程列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近年来，当地加大抢救性修复古陂
的力度，开展水系连通、农村水系综合

整治试点和水生态文明村建设等工作，
让古老的灌区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如今，通过修复升级的蒲陂、乌石潭
陂、香陂三座古陂继续发挥灌溉、防洪
等作用。同时，江西还在潦河灌区搭建
了智慧水利平台，用127个视频点，实时监
测灌区干支渠的水位、流量和引用水量信
息，精准调配用水资源。并通过实施“十
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提升
灌区水利工程的调蓄能力和供水潜力，
夯实赣西北粮仓的用水灌溉基础。

水利部开展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