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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雁冰 李晓喻 针对液态食
品道路散装运输中存在的监管漏洞，我国
拟在修法中补齐短板。

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6月24日提请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当天在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时表示，2024
年，媒体曝光的“罐车运输食用植物油乱
象”暴露出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环节存
在监管漏洞，特别是缺乏准入监管，导致

准入门槛偏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偏
轻。目前，全国有1.6万多辆罐车从事液
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食品安全隐患大，
急需加强规范管理，补齐监管短板。

据介绍，修正草案遵循共3条，主要规
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加强监管。修正草案规定，道路运输经
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当具
备相应条件，依照规定的程序取得准运

证明。草案还明确了发货方、收货方、承
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义务，其中规定
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洗，严禁
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草案并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篡
改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
据。草案还明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点
液态食品目录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

运输的具体管理规定。
二是将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纳入注册

管理。修正草案明确，生产企业应当按照
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
织生产，违法生产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是严厉惩处有关违法行为。对未
经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的违法行为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同时，
加大对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
卸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从市
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食品抽
检中检出不合格和问题食品的
食品生产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在
排查整改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对
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有效破解中
小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防控
能力难题。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市
场监管系统已累计技术帮扶1
万余家中小食品生产企业。技
术帮扶正在成为企业寻求官方
专业技术支持的可靠渠道。

“抽检不合格后企业损失很
大，相关产品被下架滞销还被处
罚，帮扶服务精准指出了我们的
痛点。”河南省焦作市一家方便
食品企业负责人说。

因这家企业在食品抽检中
多次出现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不合格情况，河南省市场监管局
派人赴现场查看，从人员卫生管
控、生产场所杀菌消毒措施等方
面给予建议，对企业检验人员进
行技术指导，现场出具技术帮扶
指导建议。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市场监
管部门组织对近两年来多次检
出不合格和问题食品的6家食
品生产企业进行了技术帮扶，深
入生产现场，就食品的总酸、过
氧化值、二氧化硫残留量等情况
与企业进行探讨，分析不合格原
因，查找出10项问题。

在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核查处置“流
动诊所”服务，聚焦菌落总数超
标、过氧化值异常、工艺流程不
规范等问题，深入企业车间核查
设备运行、卫生管理及操作规
范，并结合食品安全标准提出整改建议。

今年3月，河南省开封市一家饮用水
企业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申请技术帮扶，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派出技术专家到企业
现场分析研判，发现设备存在隐性故障。
企业整改后，后续跟踪抽检均合格。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有关负责
人说，坚持精准帮扶原则，对符合条件自
愿申请技术帮扶的食品生产企业全力进
行帮扶，从源头查风险、除隐患、治违规，
帮助企业分析查找抽检不合格原因，提供
“一企一策”解决方案，涵盖政策解读、工
艺优化、检验能力提升、管理体系完善、技
术人员培训等，确保取得实效。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坚持常态化开
展中小食品生产企业技术帮扶，着力解决
困扰企业食品安全的技术难题，打造市场
监管技术帮扶特色名片，助力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华清 日前，海关总
署发布2025年5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
化妆品信息，2025年5月全国海关在口
岸监管环节检出安全卫生等项目不合
格并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分别有428批
次、10批次。

据统计，2025年5月未准入境不合
格食品主要来自阿富汗、阿根廷、爱尔
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白俄罗
斯、冰岛、德国、俄罗斯、厄瓜多尔、法
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韩
国、加拿大、老挝、马来西亚、美国、南
非、挪威、日本、泰国、乌克兰、乌拉圭、
西班牙、希腊、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印
度尼西亚、英国、约旦、越南、智利、中国

（含港澳台）。其中，来自美国的未准入
境食品数量最多，有87批次。

这些未准入境食品不合格原因主
要为标签不合格、货证不符、保质期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感官检验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境外食
品生产企业注册问题、未按要求提供证
书或合格证明材料、检出动物疫病、包
装不合格、产品未获准入、使用未经批
准的新食品原料、挥发性盐基氮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镉检验值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食品添加剂
使用问题、微生物污染问题、质量指标
问题、兽药残留问题。此外，还有部分
食品检出产品超过保质期、储存温度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含砂量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含有未获
准入的动物源成分、检出寄生虫、检出
未获准入的动物源性成分、污秽腐败。
其中，标签不合格居首位，有104批次。

2025年5月未准入境不合格食品进
境口岸涉及北京、成都、大连、福州、拱
北、广州、海口、杭州、黄埔、江门、南
京、南宁、宁波、青岛、厦门、汕头、上
海、深圳、天津、武汉、湛江、长沙、重
庆。其中，深圳口岸未准入境食品数量
最多，有132批次，其次，上海口岸有121
批次。

上述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均已依
法做退货或销毁处理。

本报讯 周晓辰 立夏以来，全国夏
粮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收获，5月26
日，“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截至6月18日，收获进度已达96%，除新
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持续到入
秋之后，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
均已圆满收官，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
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积极应对高温
炎热和多轮大范围降雨天气影响，高效
调度机具，强化部门协作，加强服务保
障，全力组织抢收，努力做到适收快收、
应收尽收。

一是动手早。农业农村部提前与
交通运输、公安、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

沟通联系，强化工作协同，及时会商研
究跨区通行、用油保供等服务保障举
措；指导各地提早部署安排，留足落实
时间，为麦收顺利推进争取主动。

二是进度快。今年入夏后天气多
变，各地趁晴抢收，麦收节奏紧随小麦
成熟时间快速调整高效推进，总体进度
比常年快了2~3天。6月5日进度过半
后，各地加快抢收，每日收获超1000万
亩，到16日迅速推进到九成多。

三是机具优。随着近年农机装备
补短板行动加力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等惠农政策调整优化，我国农机装
备加快迭代升级，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
合收割机80多万台；单机日均收获面积

达80亩，效率比5年前提高了30%以上。
四是应急强。集中开收以来，全国

麦区先后出现多轮大范围降雨天气，各
地密切关注、高效应对。5月底，豫鄂皖
接到大范围强降雨预警，三省调度机具
昼夜作战、协调省内外对口支援、组织
“北机南下”，5天抢收小麦超1亿亩；6
月初，江苏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全省投
入烘干机1.9万台，3天抢烘苏北、苏中
湿粮240多万吨。

五是损失低。各地既抓机收进度，
也抓收获质量，深挖机收减损潜力，广
泛组织技能培训，认真开展监测调查，
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机收减损比武现
场实测损失率降低至0.7%左右。

本报讯 阳守仁 近日，国家粮食产
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

会议指出，成立国家粮食产业科技
创新联盟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
合发展的具体行动，是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举措，是落实中央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部署的有效路径，是推进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
强化人才兴粮的有力保障，为服务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增添
了活力。

会议强调，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新
联盟要立足新起点、迈出新步伐。一
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出绿色储粮、
质量安全、营养健康、节粮减损、应急
保供等方面，集中力量开展跨学科、跨

区域科研攻关。二要聚焦科技成果转
化，依托联盟搭建的粮食科技信息共
享平台、协同创新平台和技术服务平
台，加强产业链条重大科技工程技术
集成示范应用和成果熟化推广。三要
聚焦科技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与
交流机制，加强行业内外交流与合作，
促进人才流动和知识共享，激发粮食
科技领域创新活力。四要聚焦联盟高
效运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工
作流程，积极搭建平台、创新活动方
式，不断加强成员单位、技术委员会专
家沟通联系，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重
要支撑力量。

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由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牵头，
13家涉粮科研院所、16所涉粮高校、9家

质检机构以及50家涉粮企业组成，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围绕绿
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节粮减
损、应急保供等重点任务，发挥行业优
势，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强国际
粮食科技交流合作，助力提升国家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

会上成立了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
新联盟理事会、秘书处以及技术委员
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技术委员
会成员；审议通过了有关章程和办法；
会议邀请金征宇教授作了“十五五”粮
食加工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及前沿展望
专题报告，华为公司数字政府解决方
案副总裁杨雪仁作了《人工智能+迎接
AI新浪潮，拥抱AI大时代》专题报告。

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
补齐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监管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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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共有428批次不合格食品未准入境

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