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钊琦
4月 22日，第 54届
国际食品添加剂法
典 委 员 会（CCFA）
会议在四川成都开
幕。国家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曹雪涛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会
前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世卫组织和国际
食品法典秘书处代
表进行座谈交流。
会议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主办，国家食品
评估中心承办。来
自50个成员国、1个
成员组织及25个国
际组织的代表注册
参会。

曹雪涛指出，本
次会议是我国担任
CCFA主持国以来举
办的第 16次会议，
近年来，已审议通过
4000余项食品添加
剂限量标准，修订技
术指南等，为维护全
球消费者健康作出
了积极贡献。他表
示，中国加入国际
食品法典委员会 40
年来，主持国际食
品添加剂和农药残
留两个委员会，先
后担任亚洲执委、
亚洲区域协调员等
职务，未来将继续
履 行 好 主 持 国 职
责，与各国一道，为
维 护 全 球 食 品 安
全、推进国际食品
贸易和技术进步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卫生健康
委、农业农村部、香
港、澳门等有关部门
和行业组织15名代
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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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琭璐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就2024年一季度相关支出情况、中央
财政支持春耕备耕情况等热点问题作出
回应。

据该负责人介绍，一季度，各级财政
部门在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
性支出的同时，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支出
的保障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
近7万亿元。特别是在去年同期疫情防控
转段后集中结算相关费用、抬高支出基数
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仍然保持了2.9%的
增长，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
提质增效。

该负责人还表示，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耕生产对于稳定全年农业特别是粮食
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财政强化资金
政策保障，今年农业生产相关资金已经下
达，支持实现全年农业生产开门红。呈现
以下特点，第一，注重在“地”上多维用力，
支持夯实粮食生产根基。主要有三项措

施：一是加大资金投入。指导地方用好
2023年年底增发的国债资金2249亿元，
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灌区改造
提升等项目，今年通过转移支付等继续予
以支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现代化良田。二是提高补助标准。
将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亩均补
助标准由1300元提高到2400元，同时取
消地方对产粮大县的资金配套要求。三
是扩大支持范围。安排52亿元将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扩大到1亿亩。安排
40亿元将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从2个省
份扩大到12个省份，坚持“以种适地”与
“以地适种”相结合，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第二，注重在“技”上多向发力，支持
农业生产节本增效。主要有三点：一是支
持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安排40亿元支
持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推广应用密植、精播等增产技术。安排34
亿元，支持开展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
高效行动，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系

统集成。二是支持种业振兴行动。安排
110亿元，持续支持推进玉米、大豆等重点
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重大品
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实施制种大
县奖励等政策。三是支持农业装备推广
应用。今年安排246亿元支持农机购置与
应用补贴，加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

第三，注重在“服”上多点助力，支持
完善农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一是加大
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安排88亿元支持各
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破解“谁来
种地”难题。二是夯实农业人才基础。安
排58亿元支持实施国家神农英才计划、
“头雁”计划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加快打
造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人才队伍。
三是强化农业信贷担保服务。安排42亿
元奖补资金，支持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围绕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等创新完善担
保产品。截至3月底，在保项目有113万
个、在保余额达到3980亿元。

第四，注重在“策”上综合用力，健全

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主要涵盖：一是保
障种粮农民收益。安排1852亿元继续
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
者补贴、稻谷补贴，提高小麦、早籼稻最
低收购价。落实国产大豆压榨加工奖
补政策，稳定种豆预期。二是强化粮食
主产区的支持。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
今年安排了 571亿元，实现了“十九连
增”。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62亿元，
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和种
植收入保险政策。三是全力支持农业
防灾减灾救灾。四是健全多元化投入
机制，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撬动作用，创新投入方式，与金融政策
联动，发挥政策效应。

该负责人介绍：“农业春耕的时候，小
麦开展‘一喷三防’非常重要，我们提前下
达16亿元做好这个工作。一季度还下达
10多亿元，支持应对雨雪冰冻和干旱影
响。加强农作物病虫害态势研判，近期还
要下达相关的防控资金。”

财政部下达资金支持实现全年农业生产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4月23日，市
场监管总局在京召开经营主体信用监
管标准体系重要标准研制推进会。会
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监
管重点国家标准研制工作。市场监管
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国家认监委主
任蒲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推进经营主体信用监管
标准化，是引导和推动经营主体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重要抓手，是构建新型监管
机制的重要支撑，要以《经营主体信用
承诺实施指南》等6项信用监管国家标
准立项为契机，加大信用监管标准研
制力度，加快建立健全经营主体信用
监管标准体系。

会议强调，要把握大局，精准施
策，以标准化为手段固化信用监管长
效机制、强化信用监管规则统一、优化
信用监管制度供给，巩固经营主体信
用体系建设成果。要系统谋划，加强

信用监管标准体系的规划设计；把握
关键，积极推进信用监管重点标准研
制；务求实效，不断提升信用监管标准
体系建设水平。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标准技
术司、标准院负责同志汇报信用监管标
准化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公共信
息中心、市场监管总局网数中心、代码中
心负责同志，浙江省、安徽省、深圳市市
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部分省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场监管总局：推进经营主体信用监管标准化

本报讯 近日，水利部农水水电司一
级巡视员张敦强在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水利部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
质提升专项行动，研究出台小型农村供水
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等标准，督促各
地按照规范要求执行。配套完善的净化
消毒设施设备。强化规模化农村供水工
程的水质质检，依托区域水质检测中心等
加强。小型农村供水工程水质巡检，加强
农村饮水水源地保护。健全从水源到水
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

去年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
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今年，水

利部将指导各地落实指导意见，编制完善
省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确保高质
量发展目标任务落实到市、县项目中。

张敦强表示，目前水利部已经将今
年农村供水工作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个
省份，将定期调度研判、压茬推进、多措
并举，加快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据张敦强介绍，水利部梯次推进现
有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以县域为
单元，区分东部、中部、西南、西北、东北
地区差异，因地制宜，明确建设标准，鼓
励有条件建设。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先行
一步，率先形成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

格局。严格验收程序，公布一批通过验
收的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县级名
单，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此外，水利部财政部已下达2024年
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0亿元、30亿元，用
于支持各地实施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
工作、小型饮用水工程建设，着力解决农
村供水水源不稳定问题。解决管网输配
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县域农村供水规模
化水平。指导各地应对洪旱灾害保供水
工作，完善农村供水应急预案，培训应急
供水队伍，储备应急供水物资。建立健全
平级两位的农村供水应急保障体系。

水利部：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

据新华社消息 从国新办近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农业农村部将强
化稳产能、稳政策、防疫病三方面举措，
抓好生猪稳产保供。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
刘功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市场供需关
系加快改善，生猪价格连续5周回升，养
殖亏损减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4月第
2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5.4元，
同比上涨5.3%。

雷刘功说，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印
发了《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
订）》，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

从4100万头调整为3900万头左右。同
时，方案完善了监测预警、生产引导和产
能调控等重点举措。目前，各项措施正
在落实落地见效。

“随着生猪去产能效果逐渐显现，能
繁母猪存栏量、中大猪存栏量和新生仔猪
数量都呈现下降趋势。”雷刘功表示，下一
步，农业农村部将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稳定基础产能。把住能繁母猪
存栏量这个“总开关”，督促落实生猪产
能调控分级责任，避免出现产能过度增
加或过度下降的极端情况。

——稳定长效性政策。指导各地稳

定用地、环保、金融等长效性支持政策，
强化政策协同，稳定市场预期。

——强化疫病防控。加强春季猪病
防控指导，特别是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强化检疫、调运、
屠宰等关键环节监管，及时化解疫情风
险，保障生猪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雷刘功表示，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
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专题会商认为，结
合6个月的育肥出栏周期和消费季节性
转强规律，生猪市场供应偏松的局面将
在未来得到缓解。提醒广大养殖场户科
学安排生产，降低市场风险。

农业农村部：强化举措抓好生猪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