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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
月1日起施行。

这部旨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共11章74条，
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
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
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附则。
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国家加强粮

食宏观调控，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
布局，统筹利用国内、国际的市场和资
源，构建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粮食供
给保障体系，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和质量
安全。

粮食安全保障法在有关构建粮食供
给保障体系的规定中明确提升粮食质量

安全的要求；规定粮食加工经营者应当
执行国家有关标准，不得掺杂使假、以
次充好，对其加工的粮食质量安全负
责，接受监督；规定增加优质、营养粮食
加工产品供给。

此外，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承储政
府粮食储备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储
备与商业性经营业务分开，建立健全内

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消防
安全责任，对承储粮食数量、质量负责，
实施粮食安全风险事项报告制度，确保
政府粮食储备安全。

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对于坚持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健全完善粮食安全保
障工作制度，强化风险防范与应急管
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有十
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近日，市场监
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
医药局发布《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人
参》《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西洋参》《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 灵芝》（以下简称三
个目录）及配套解读文件。

此次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
的人参、西洋参、灵芝三种原料，其原料
名称和品种来源与现行《中国药典》相
同品种项下内容保持一致。

根据三个目录规定，本次列入保健
食品备案原料目录的原料在产品备案

时，仅可使用单方原料，不可与其他原
料复配使用；对于有多个品种来源的原
料，在产品备案时应明确使用的品种。

三个目录中，人参、西洋参允许声
称的保健功能包括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和缓解体力疲劳，产品备案时，允许备
案人标注其中一种保健功能，或者同时
标注两种保健功能；灵芝允许声称的保
健功能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现有注册的以人参为原料的保健
食品产品比较多，人参生长年限相关规
定一直是行业关注热点。市场监管总

局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参纳入保健食品
备案原料目录的研究，并对征求意见稿
中业界集中反馈的人参使用年限等问
题，组织各方监管部门研判，最终确定
备案产品的人参使用年限与目前的注
册产品要求保持一致。市场监管总局
对既往以人参为原料的注册产品技术
审评情况梳理总结，通过组织中药业内
技术和管理专家专题研讨，确定了原料
来源、安全指标，提出了以传统中药材
为原料备案产品的未来监管思路。

人参等三种原料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

本报讯 周晓辰 2023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牢牢守住了质量
安全底线。全年全国农产品监测总
体合格率97.8%。

豇豆农药残留问题攻坚治理成效
显著。督促20个豇豆主产省份落细
落小绿色防控、速测抽检、监督执法等
关键要素，推动合格率达到95.4%的历
史新高度。统筹推进“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严打禁用药物违法
使用，严管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相关品
种合格率均比整治前有明显提升。

新农安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度措
施得到有效落实。新农安法列入的
小农户纳入监管范围、增加使用禁
用药物“拘留”处罚措施、对常规药
物残留超标单列罚则、实施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等 4项重大新制度。
各地将小农户全部纳入网格化监
管，每周开展日常巡查检查，对其农
产品开展检测执法。常规药物超标
执法各地全面启动，所有省份都将常
规药物超标纳入监督执法范围，已查
办案件338个。合格证新制度有效落
地，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合作社大
都能按要求每批次开具，执法人员敢
于对不开具行为进行处罚，截至目

前，全国已查办承诺达标合格证案件
525个。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水平进一
步提升。全年制定75种农药在食品
中的327项最大残留限量，发布农业
行业标准170项。农产品“三品一标”
四大行动稳步推进，公布首批178个
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
基地创建单位名单；组织筛选特征性
品质指标，健全品质指标数据库，加
快建立优品优价机制。2023年前三
季度，新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13175
个，新登录名特优新农产品744个，建
成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约
1.74亿亩。

2023年全国农产品监测总体合格率97.8%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全国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1.0%。各级商务部门积极营造浓厚
消费氛围，激发消费潜能。北京、上
海、湖北、广西等地启动“跨年迎新购
物季”“欢乐迎新嘉年华”等主题促消
费活动，四川、广东、安徽、云南等地以
“乐购”“惠购”等为主题推出便民惠民
措施，黑龙江、天津、宁夏等地围绕“舞
动冰雪 冬汇龙江”“冬日暖阳 津味绵
长”等打造冰雪运动、民俗体验等消费
场景，释放消费市场活力。

智能家电、家居产品、食品饮料、
传统服饰等热销。商务部重点监测

零售企业金银珠宝、建材、家具销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2%、13.1%、
12.9%，重点监测电商平台智能擦窗
机器人、智能蒸烤箱、智能家居产品
销售额增长20%以上，非遗首饰、汉服
增长1倍以上。

居民出行热情高涨，“跨年”“冰雪”
主题餐饮住宿、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
消费火热。部分重点电商平台住宿、餐
饮销售额同比增长七成以上。北京市
170家旅游景区（地区）累计接待游客
483.4万人次，增长80.5%。元旦档电影
票房超15亿元，增长约1.7倍。

网络零售、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

新型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直播电商快
速发展，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直播
成交额增长约4成。即时零售较快增
长，“小时达”“分钟达”服务提升假期消
费体验，部分电商平台即时零售销售额
增长逾20%。

全国 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库存总体充足，粮食、食用油、
猪牛羊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
蛋、蔬菜平均价格均上涨 0.2%。甘
肃临夏州积石山、青海海东市地震
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
格总体平稳。

（徐宁宁）

商务部：元旦假期消费市场潜能加快释放
1月2日，从商务部获悉，2024年元旦假期，各地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节

庆商品、国货潮品、绿色健康智能产品等销售旺盛，主题餐饮、特色旅游、冰雪运动等持续
火热，多元化、体验型、沉浸式消费受青睐，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

我国粮食安全有了专门保障法

本报讯 孟渤钧 近日，工信部官网公布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557号建议
的答复。其中提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
续加强预制菜产业培育，积极推动预制菜
产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工业和信息化
部鼓励食品生产企业通过订单农业等形
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契约型、分红型、股权
型等协作关系，锁定来源稳定、供给充足
的农产品原料，让农产品种植、养殖户共
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二是加强产融合
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工业企业技术
改造升级导向计划，推动制造业企业与金
融机构对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包括预
制菜产业在内的制造业企业的信贷投
放。三是加强示范引领。工业和信息化
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创建的认定工作，目前共认定
三批300个示范园，其中许多示范园是从
事预制菜生产加工的，旨在有效带动周边
农产品原料种养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户
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和三产融合
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预制菜产业
发展。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加
强预制菜产业培育和支持力度，促进预制
菜产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工信部加强预制菜
产业培育和支持力度

本报讯 常钦 自然资源部日前印发
《关于统筹规范耕地保护卫星遥感监测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
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既要充分认识
卫星遥感（简称“卫片”）监测对加强耕地
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挥好技术优
势，更要认识到卫片监测发现耕地变化情
况，只是提供问题线索，不能直接作为作
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开展实地核查，依据事实和政策，客观作
出耕地变化合法性判断。

《通知》要求，准确认识卫片监测在耕
地保护工作中的定位和作用。卫片监测
是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的辅助工具，是
监测预警耕地不合理流出的技术手段，是
快速发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线索的
辅助方法。

自然资源部将整合目前开展的支撑服
务耕地保护的上半年地类变化监测、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土地卫片执法等工作，把涉
及的卫片监测任务统筹为季度卫片监测和
年度卫片监测两项，监测图斑由多频次下
发调整为季度下发。

自然资源部统筹规范
耕地保护卫星遥感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