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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8月21日至22日
上午，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
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上半年工
作，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增强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态势贡献市场监管力量。市场监
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
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推
动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政
治机关建设扎实推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不断优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重点举措
有效落实，市场监管能力持续增强，行风
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秩序综合治理成
效明显，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安
全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监管区域
协同和国际合作走向深入。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决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监管领
域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加快完善市场监
管体系，不断提高市场监管现代化水平，
全力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市场监
管答卷。

会议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紧紧围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
序、发展和安全”三对关系，进一步全面深
化市场监管领域改革，突出抓好六方面重
点改革工作。一要以改革提效率，深化制
度规则改革，推动业务流程重组，加快智慧
监管手段应用，促进市场循环充分畅通。
二要以改革护公平，强化公平竞争刚性制
度约束，加大公平竞争监管执法力度，严
格公平竞争企业合规管理，筑牢统一大市
场公平竞争基础。三要以改革增活力，发
挥标准引领作用，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
类精准帮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
度，加强互联网平台常态化监管，释放超
大规模市场潜力。四要以改革稳秩序，加
强工业产品许可证管理，健全国家标准体

系，加强质量技术机构监督管理，开展市
场秩序乱象专项整治，解决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五要以改革促发展，深化认
缴登记制度改革，强化涉企扶持措施，做
好质量强链工作，提升经营主体发展质
量。六要以改革强安全，强化食品、药品、
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舆情监
测，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总局领导田世宏、孟扬、蒲淳、杨逸
铮、白清元、李利出席会议。总局反垄断
总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总局纪检监察
组负责同志，审计署经济执法审计局负责
同志，总局各司局、直属单位，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
局（厅、委）负责同志参会。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
现场。

本报讯 陈钊琦 据国家卫健委网
站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
局日前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管理规定》，经安全性评估，现将地黄、
麦冬、天冬、化橘红等4种物质纳入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
录。

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评估司对此解读称，在我国传统饮食文
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
广泛食用，即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以下简称“食药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生
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
以添加食药物质；食药物质目录由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为规范食药
物质目录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
《食药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明确由省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结合辖区实际，动议
提出增补修订食药物质目录的申请，同
时应按相关要求组织安全性资料，与申
请一并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申
请后组织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
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纳入目录。

地黄、麦冬、天冬、化橘红等4种新
增食药物质，主要采用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安全性评估，并综
合考虑其在我国传统作为食品食用的
情况，以及地方相关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需求等，经综合论证确定。

地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版）收载，为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glutinosaLibosch.）的新鲜

或干燥块根；麦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20版）收载，为百合科植物麦
冬 ［Ophiopogon japonicus（L.f）
Ker-Gawl.］的干燥块根；天冬，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收载，为百
合科植物天冬［Asparaguscochinchi-
nensis（Lour.）Merr.］的干燥块根；化橘
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收载，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Citrus
grandis‘Tomentosa’）或 柚［Citrus
grandis（L.）Osbeck］的未成熟或近成熟
的干燥外层果皮。

上述物质作为食药物质，建议按照
传统方式适量食用，孕妇、哺乳期妇女
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上
述物质作为保健食品原料使用时，应当
按保健食品有关规定管理；作为中药材
使用时，应当按中药材有关规定管理。

本报讯 周晓辰 日前，农业农村部
官网发布关于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第 02965号提案的答
复。答复称，国家高度重视地理标志
农产品发展，将其作为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品牌强农的重要举措持续推进，
支持各地打造了一批“特而优”“特而
美”“特而强”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在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答复强调，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
同有关部门不断建立健全地理标志农
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加强地理标志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宣传推介。一是

健全完善产品质量标准；二是推进全产
业链标准化；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四是加大侵权执法力度；五是强
化宣传推介。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地理标志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开展品
质评价和质量分级，按照职责分工依法
打击假冒侵权行为。

此外，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加大对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培育的
支持力度，统筹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
等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项目，将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和培育作为重要内容，从品
种培优、全产业链标准化、公用品牌打

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积极创新地理标志农产品营销模
式，推动农产品营销与大数据技术、电
子商务深度融合。一是大力推动“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二是积极
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三是推动
数据要素高水平应用。

农业农村部将适时开展“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工作评
估，持续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
费季”等活动，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
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数字技术在地理标
志农产品营销方面的应用，探索地理
标志农产品营销新模式。

本报讯 王恩博 中秋节临近，国
家发展改革委8月27日发布消息，为
持之以恒遏制“天价”月饼，近期，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对相关工作
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

据了解，2022年，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鼓励经营者生产、销售物美价
廉的盒装月饼，对单价超过500元人
民币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综
合施策抓好政策落实，推动月饼回归
大众消费品属性、回归传统文化本
源，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为做好2024年遏制“天
价”月饼工作，四部门密切协作，加强
对生产、销售企业的政策宣贯，强化源

头治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行业
自律，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开展市
场监测，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线索。

四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狠抓
《公告》落实，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
强化市场巡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督促有关企业做好问题整改，切实维
护良好市场环境和风清气正的节日
风尚。

本报讯 记者张华清 国新办
日前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环境资源
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知识产权
犯罪侦查局局长李剑涛在会上介
绍，近年来，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
门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资源犯罪。
今年1—7月，全国共立案侦办环境
资源犯罪案件3万余起。

公安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重
点领域开展工作：

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
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
犯罪。会同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
连续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第三方环保服务机
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累
计侦办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600余
起。比如，根据广西河池侦办的
“10?25”污染环境案关联线索，公
安部组织内蒙古、江西等地公安机
关深挖彻查，打掉一个涉及7省区
的污染环境犯罪团伙，依法处置电
子垃圾数千吨。

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保
护方面，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公安部紧盯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捕捞
等犯罪活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今年1—7月立案侦办相关领域犯
罪案件1.6万起。公安部组织21个
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5?22”非法
狩猎专案集群打击行动，立案侦办
刑事案件800余起，沉重打击了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会同相关部
门开展“春风”等专项行动，依法严
厉打击破坏古树名木、危害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非法采砂采矿等犯罪
活动，立案侦办刑事案件8800余
起，有效保护了森林和矿产等资源
安全。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依
法严厉打击破坏耕地等犯罪。以
“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耕
地保护制度，积极参与部门联合整
治，依法严厉打击相关犯罪，今年
1—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破坏耕地
等农用地刑事案件3600起。公安部组织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区公安机关开展
打击破坏黑土资源犯罪区域会战，今年以来
侦破案件数量同去年比翻一番，有效保护了
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同时，持续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投
入品犯罪，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60余起，有效
保障农业生产。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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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持续遏制“天价”月饼

国家卫健委：地黄等四种物质新增纳入食药物质目录

农业农村部：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