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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晓雯 9月19日，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
家自然资源副总督察刘国洪介绍，党
的二十大以来，自然资源部严守资源
安全底线，聚焦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推动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建立经济奖惩机制，2021年以
来，全国耕地总量增加1758万亩，连续
3年实现净增加，遏制了耕地持续多年
减少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南方省份
净增加739万亩，扭转了耕地“南减北
增”局面。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自然资源
部支持利用沙漠、戈壁、荒漠等建设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引导规范光伏项目用
海，促进新型能源开发。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实施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
查，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布局建设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完成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等256个重要生态空间
统一确权登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国山水工程”
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
舰项目”。

据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自然资
源部全国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1153万亩、批准用海739万亩，其中涉
及4238个交通项目、281个水利项目、
4588个能源项目建设。完成覆盖约3/4
全国陆地及主要岛屿的实景三维数据

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
空间地理数据要素保障。

此外，自然资源部还积极探索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增加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着力提高不动
产登记便利化水平，全国所有市县实
现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一般登记和抵押登记5个工作
日内办结。强化法治建设，推进国家
公园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土
空间规划法制定，严格自然资源督察
执法，维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和
群众合法权益。

本报讯 周晓辰 近日，农业农村部
召开部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持
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对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提出明确要求。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抓好“三农”领域重点任务落实，
支持沿黄地区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农业绿色发展等工作。要把沿黄地
区作为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的重点，提升单产提高核心技术到位率，
强化农业科技装备支撑，高质量建设高
标准农田。要支持沿黄地区做好农业节

水文章，总结推广成熟的节水技术，因水
优化种植结构，培育推广抗旱抗逆节水
的作物新品种，配套建设节水灌溉设施，
引导农民节约用水。要支持抓好农业面
源污染综合防治，围绕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
和农膜回收利用，探索综合治理模式和
机制。要支持抓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
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
底线。要扎实推进沿黄地区乡村全面振
兴，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做好产
业发展规划，聚焦抓政策引导、抓全产业
链、抓产业集群、抓品牌培育，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抓出成效，小切口务实推进乡
村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海南广东等地台风灾害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会同相关省份抓紧摸清
受灾底数，协调尽快下达救灾资金，搞好
农田疏浚清淤、病虫防治、灾损设施修复

等工作指导服务，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要紧盯台风“贝碧嘉”移动路径，抓紧组
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险，做好畜牧水
产和设施农业排险加固等防范措施，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结合农业农村实际，配合
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涉农教育各项工作，
大力培养高层次高水平高技能乡村人
才，更好发挥教育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支撑作用。要引导
涉农高校聚焦农业强国建设战略需求，
优化专业布局，支撑服务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要着眼乡村人才振兴，引
导教育系统培养农业农村人才，推动办
好农业职业教育，做实做强农广校体
系。要推动农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
施好“雨露计划”，做好控辍保学工作，从
根子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本报讯 褚健 日前，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制定了《政府粮油储备质量安
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
共计6章31条，包括总则、入库质量管
理、储存和出库质量管理、检验要求、监
督检查和附则等内容。

《办法》指出，承储政府粮油储备的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具体承担储备
任务的企业或者组织对承储的粮食和
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负主体责任，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标准，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明
确质量安全管理岗位职责和责任人员，
对入库、储存和出库等关键环节质量安
全风险隐患进行管控，及时处理质量安
全问题，确保政府粮油储备符合质量安

全要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标
准加强监督检查，发现政府粮油储备不
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依法依规予以查
处。政府粮油储备验收和销售出库检
验指标不得少于必检项目。未列入必
检项目的指标也应当符合政府粮油储
备质量安全要求。

《办法》要求，原粮储备各项常规质
量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中等（含）以上
质量标准，储存品质指标符合宜存要求，
食品安全指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
量规定。采购入储的粮源应为最近粮食
生产季生产的新粮。食用植物油储备各
项常规质量指标应当符合相关产品国家
标准要求，储存品质指标符合宜存要求，

食品安全指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
量规定。采购的食用植物油应为近期新
加工的产品。承储单位应当对政府粮油
储备实行专仓（罐）储存、专人保管，不得
将性质、品种、生产年份、等级和粮权不
同的粮食或者食用植物油混存。严禁虚
报、瞒报政府粮油储备质量、品种。储存
期间承储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质量管理相
关规定，定期开展常规质量指标和储存
品质指标检验，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食品
安全指标检验。承储单位存在以陈顶新
等舞弊行为，或者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违
规违纪违法问题和未按要求及时整改
的，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核查
结果和管理权限，对承储单位和有关责
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政府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办法》制定印发

全国耕地总量3年净增加1758万亩

我国发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工作细则

农业农村部要求切实抓好“三农”领域重点任务落实

本报讯 段梦兰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疾控局印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工作细则》（以下
简称《工作细则》）。《工作细则》对疾控机
构现有的食品安全工作职责进行进一步
梳理和细化，增加了疾控机构营养健康
工作职责，旨在指导各级疾控机构明晰

责任，持续抓好机构和能力建设，保障法
定职责任务有序衔接和推进。

《工作细则》要求，地方各级疾控机
构依法依规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控
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协调或委托下，承
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食品安
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标准宣贯和制定

修订、国民营养计划和合理膳食行动、不
同人群营养健康监测、营养健康队列调
查、食物成分监测、食物消费量调查、总
膳食研究、食品安全与营养风险交流和
科普宣教等工作。

《工作细则》第六章“国民营养计划
和合理膳食行动”、第七章“营养监测评

估”和第八章“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
宣教和健康促进工作”是根据健康中国
建设、合理膳食行动等要求新增的内容，
明确了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承担的国
民营养计划、合理膳食行动、不同人群营
养监测评估，以及食物成分监测、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科普宣教等工作。

本报讯 宋菀 从商务部了解到，2024
年中秋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亮点纷呈，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量足价稳。

商品消费方面，以旧换新政策成效
显现，商务部汽车以旧换新信息服务平
台累计收到补贴申请超104万份，带动新
车销售额约1300亿元。

假期全国商务系统使用6.4亿元中
央补贴资金，支持约60万名消费者购买
八大类家电产品近80万台，带动销售额
超33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
电销售额同比增长7.9%。

同时，节令食品、健康消费、智能消
费备受青睐，重点监测企业绿色有机食
品、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8.1%
和5.7%，低油低糖等健康月饼、新式月饼
受到欢迎。

服务消费方面，团圆聚餐、赏月游
园、观灯看展等备受欢迎，商务部重点监
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5%。特色
公园景区和知名展馆游人如织。

市场供应方面，全国200家大型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禽蛋、蔬菜、水
果库存充足，食用油、牛肉、鸡肉、鸡蛋、
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14日）基本持平，粮
食、猪肉、羊肉、蔬菜价格略有上涨。

本报讯 李冬阳 近日，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8月，全
国餐饮收入4351亿元，同比增长3.3%；
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1241亿元，同
比上升0.4%。2024年1—8月，全国餐
饮收入 34998亿元，同比上升 6.6%；限
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9687亿元，同比
上升4.1%。

对此，中国烹饪协会分析认为，8月
份，全国餐饮收入增速环比上涨0.3个百
分点，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速环比上涨
1.1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增幅领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幅1.2个百分点。全国
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11.2%。

分析指出，刚刚过去的8月，多地积
极开展“文旅+餐饮”，“夜经济”助力打造
新消费场景。如天津老字号餐饮企业推
出的伴手礼深受外地游客的喜爱；内蒙
古通辽市库伦旗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
费，打造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元素一体
的夜间消费市场；江西“螺蛳小镇”景区
高峰时期平均每天“嗦”掉螺蛳4000公斤
以上；湖北武汉各式各样的虾庄前挤满
了慕名而来的食客；湖南衡阳美食集市
吸引消费者驻足品尝；广西南宁打造夜
游、夜娱、夜购、夜餐等融合新模式，激活
了消费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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