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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阳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将从
2025年6月1日开始施行。11月11日，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
况。 学前教育法明确“幼儿园应当把
保护学前儿童安全放在首位”，对此，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学
前教育法从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出发，
对幼儿园的安全管理作出了全面规
定，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园舍设施方
面。要求幼儿园设置在安全的区域，

幼儿园内及周边区域的建筑、设施、设
备没有污染和危险。第二是对人员的
配备方面，规定幼儿园教职工的资质条
件，强化聘用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第三
是在安全监管方面，要求政府和有关部
门建立幼儿园安全风险的防控体系，
幼儿园要加强安全防范的建设，建立
健全相关的制度，这是从制度上也提
出了要求。

田祖荫表示，教育部将认真贯彻实
施学前教育法关于保障幼儿安全的各项
规定，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推动各地着

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压实安全管理的责任，就是要

层层传导，幼儿园都在地方、在基层，要
切实落实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幼儿园
的安全责任，各负其责，加强幼儿园的安
全保卫、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等方方面面
的安全监管，做到有人管、不推诿，该谁
的事谁上。

二是健全安全工作机制。要督促幼
儿园健全落实房屋设备、消防、门卫、食
品药品、幼儿接送交接、幼儿就寝值守和
活动组织安排等安全防护制度和检查制

度，把好安全管理的各环节。
三是加大违规的惩治力度。对未履

行安全保障责任，教师存在师德师风问
题，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要依法追究
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让法律条文硬
起来。

四是加大教育的宣传力度。要深入
组织开展学前教育法普法宣传培训，引
导各地各幼儿园全面了解幼儿园安全管
理的法律规定、政策，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营造依法保障在园幼儿安全的良
好工作氛围。

本报讯 周晓辰 各地多措并
举夯实今冬明春“菜篮子”储备
基础，保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

在山东寿光一个家庭农场
的蔬菜大棚里，菜农们正忙着
给茄子打秧、授粉。农场负责
人郑景渠说，近期是茄子、黄
瓜、苦瓜等蔬菜的旺产期，每亩
蔬菜大棚每天的蔬菜出货量大
约有400斤。

郑景渠表示：“今年的气温
普遍比去年高一点，蔬菜的长势
非常好，产量同比去年偏高。”

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
中心和物流交易中心之一，寿光
强化市场监测和调控指导，引导
园区、基地、菜农合理安排种植
茬口，保障蔬菜供应。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副总经
理国明茜表示：“对蔬菜价格涨
幅比较大的品种，多渠道增加市
场到货量，平抑价格。利用闲置
库房、冷库等加大蔬菜储备，保
障恶劣天气期间蔬菜的供应。”

在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家冬
春蔬菜承储企业把各类蔬菜分
类码放在十多个冷库间内。企
业负责人雷明亮介绍，他们将采
取多种措施确保蔬菜质量完好、
常储常新。

雷明亮介绍：“土豆贮存时
间长一点，白菜里面要按时打冷
的，西蓝花要加冰喷水，半个月
轮换一次。这边随时存放，随时
到市场销售。”

目前，兰州市2024至2025
年度1万吨冬春蔬菜已全部收
储到位。

兰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物资储备科科长韩凌志表示：
“按照城区人口每人保障7天消
费量，截至目前已全部收储入
库。进一步丰富蔬菜的储备品
种，今年增加到了17种，保障
市民冬春季节的‘菜篮子’消费
需求。”

当前正是绿叶蔬菜采收的
关键时节，安徽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江
村蔬菜基地的大棚里，莴笋、生菜、辣椒等
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打包。

新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胡敏慧表示：
“今年我们新江蔬菜基地绿叶菜产量大约
每亩1000多斤，目前正在进行采收，有生
菜、油麦菜、菠菜等，保障市场供应。”

黄山市屯溪区统筹安排，积极做好采
收工作，切实守好群众的“菜篮子”。

屯溪区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
艺师汪顺生表示：“蔬菜的面积在8000亩
左右，品种比较丰富，基本上能保证供应。”

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据市场监管
总局网站消息，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完
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87424批次，依
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进行检
验，发现不合格样品61572批次，监督
抽检不合格率为2.95%，较2023年同期
上升0.35个百分点。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量大
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等5大类

食 品 ，监 督 抽 检 不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0.67%、0.96%、0.87%、0.15%、0.13%，均
低于总体抽检不合格率。与上年同
期相比，蔬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
制品等13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
所降低，但水产制品、特殊膳食食
品等 20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
所上升。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果见
附件。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
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

为：农药残留超标39.94%，微生物污染
16.32%，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4.99%，有机物污染问题11.29%，兽药
残留超标6.76%，重金属污染5.55%，质
量指标不达标4.15%。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
市场监管部门已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
结果，并督促有关生产经营企业及时
下架、召回抽检不合格批次产品，严格
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按有关规定进行
核查处置。

据新华社消息 11月8日从民政部
获悉，民政部、商务部等24个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
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
施》。文件明确提出，统筹现有资源支
持建设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畅通区
域内养老服务供需渠道，构建一刻钟
养老服务消费圈。

文件从促进养老服务供需适配、拓
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加强
养老服务设施设备和产品用品研发应
用、加强养老服务消费保障、打造安心

放心养老服务消费环境等5个方面，提
出19条政策措施，挖掘养老服务消费
潜力，更好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

在促进养老服务供需适配方面，文
件提出，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展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支
持组建县域养老服务联合体，支持老
年人消费品下乡。

在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
态方面，文件要求创新“智慧+”养老新
场景，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开发
“养老服务电子地图”；发展“行业+”养

老新业态，支持养老服务与物业、家
政、医疗、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行
业融合发展；拓宽“平台+”养老新渠
道，鼓励平台企业拓展养老服务消费
新场景，将每年10月确定为“养老服务
消费促进月”。

在打造安心放心养老服务消费
环境方面，文件要求提升安全管理保
障水平，强化入住机构老年人人身安
全保障，严厉查处欺老虐老行为，开
展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识骗防骗
集中宣传活动，高效处理养老服务消
费纠纷。

数据显示：2023年，项目县饲草种
植面积338万亩，较2021年增长2.7%；
牛羊年 末 存 栏 1480万 头（只），较
2021年增长9.3%；牛羊肉产量26.6万
吨，较 2021年增长 13.7%；牧民牧业
人均收入达到8876元，较2021年增长
15.8%；牛羊养殖规模化率比非项目县
提高3个百分点，主要草原地区草原综
合植被覆盖度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农牧民是否增收是检验畜牧业发
展水平成效的一面镜子。在内蒙古通
辽市扎鲁特旗，额尔敦木图是远近闻
名的养殖大户，也是全旗减羊增牛示
范户之一。

额尔敦木图介绍，几年前，从事的
还是传统养殖，自家5800亩草场上散
养着 30多头本地黄牛和 800只草原

羊。调整畜种结构后，相继完成标准
化棚舍和窖池建设，当年就有不错的
收益。

“目前，饲养着100多头牛，纯收入
从原来的一年30多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50万元。”说起收入的变化，额尔敦木
图眯眼笑。

“近年来，草原畜牧业发展有四个
转变。”通辽市农牧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实现了由自由放牧向舍饲
半舍饲转变；由多养薄收向减畜增收
转变；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转变；由
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

“通过调整养畜结构，牛存栏由
2021年底的47.6万头增至目前的64.6
万头，全旗牛羊存栏比由1:4.1压减为
1:3.4。”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试点工作启动实施近三年
来，各地在饲草料供给、品种改良、生
产方式转变、加工流通体系建设等方
面探索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以
“抓两头带中间”的全产业链理念推进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渐成共识。

牧区集生态脆弱区、边疆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于
一体，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是促进牧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强调，要抓
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组织落
实，注重分类指导，提高建设质量，加
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面
推动草原畜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
得新成效。

（李栋）

教育部：加强幼儿园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等方面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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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率为2.95%

我国将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消费圈

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召开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自草原

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实施以来，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促进农牧民增收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