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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王 海 燕 近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沪，就《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检查。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雒树
刚，副主任委员郑雁雄、古小玉，委员李
巍，全国人大代表黄勇平、吴焕淦参加检
查。在沪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
听取上海市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有关情

况的汇报，并赴浦东新区、静安区、普陀
区、杨浦区等地，实地检查食品企业、学
校、社区食堂、海关冷链场所、外卖网络
平台企业等，深入了解食品安全法实施和
相关工作情况，听取相关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一线从业人员、有关专家和学生
家长等的意见建议。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上海全面贯彻
实施食品安全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洛
桑江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始终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高度
把握食品安全工作，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切实让人民群
众吃得安全放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
入调查研究，压紧压实政府责任，提升风
险管理水平，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能，织
密织牢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覆盖的防护网
络，持续推动食品安全法全面有效实施，

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认
真对照法律条款，全面梳理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严格按
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高
质量做好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工作，确
保人大监督取得实效，为建设健康中国
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周慧琳、张全等参加相关
活动。

本报讯 李飞 近日，农业农村部启
动“奋战100天抗灾夺秋粮丰收行动”，
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抓紧抓实粮食
生产，全力抓好各项关键措施落实，力
争重灾地区少减产、轻灾地区保稳产、
其他地区多增产，千方百计夺取秋粮好
收成。

据介绍，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
秋粮。目前除双季晚稻外，秋粮作物
播种基本结束。此次实施“奋战100
天抗灾夺秋粮丰收行动”力争实现三
个目标：一是面积稳中有增，力争秋粮
面积达到12.9亿亩以上；二是产量总
体稳定，依靠科技提高单产；三是灾害
损失可控，气象灾害损失率控制在5%

左右，重大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
以内。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树牢风险意识，立
足抗灾夺丰收，突出重点区域，紧盯关
键环节，分区分类推进，落实落细各项
关键措施，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
收。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抓好科
学防灾减灾。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重大灾情实行日报制
度。完善防灾减灾预案，落实科学抗
灾措施，做好救灾物资调剂调运，确保
抗灾救灾需要。二是搞好重大病虫防
控。重点防范“五虫一病”，即草地贪
夜蛾、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玉米螟、粘

虫、稻瘟病。进一步完善草地贪夜蛾
“三区四带”布防，实施水稻“两迁”害
虫分区协同治理，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联防联控，遏制病虫暴发流行。三是
分区分类精准指导。制定发布分作物
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
组织专家赴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和
巡回指导，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深
入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集成组装
推广区域性、标准化技术模式，促进大
面积均衡增产增效。四是加强农资市
场监管。加大与供销、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的协调力度，做好肥料、农药等重
点品种生产供应，搞好供需余缺调剂
和区域调配，确保农资市场稳定供应。

本报讯 记者张华清 食品安全问题
一直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问题。在7月
4日国新办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海关总署简化进口水果境内检疫
措施受到媒体关注。

这条措施的相关情况如何？
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

司负责人杜朝新回答提问时表示，海关
积极巩固深化与出口国有关部门在植
物检疫方面的协同合作，联合开发数据
互认系统，要求出口国在水果装箱时，
按照约定将温度探针校正等信息通过
系统发送给中方，海关关员通过线上系
统进行验核，从而减少现场掏箱，大大
节省了现场查验时间。

杜朝新表示，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

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百
姓对车厘子、蓝莓、牛油果等进口新鲜
水果的需求持续增长。

根据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双边
议定书要求，部分产区的进口水果出口
时需在运输途中实施冷处理，由于冷处
理时间在15天以上，企业一般会采用集
装箱运输途中冷处理的方式，将串联变
成并联，以节约处理时间。水果到达口
岸后，海关关员需要掏箱对集装箱的冷
处理进行效果评价，这个过程将耗费很
长时间。

为了让远渡重洋的进口水果能够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持鲜美的风味，
尽快被端上百姓餐桌，海关积极巩固深
化与出口国有关部门在植物检疫方面

的协同合作，联合开发数据互认系统，
要求出口国在水果装箱时，按照约定将
温度探针校正等信息通过系统发送中
方，海关关员通过线上系统进行验核，
从而减少现场掏箱，大大节省了现场查
验时间，显著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
通关成本，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

简化境内检疫措施在上海自贸试
验区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海关总署
已在全国海关推广实施。在今后的工
作中，海关将继续探索开辟海关监管数
据来源的新途径，通过数据共享共治，
不断提升贸易安全和便利化水平，助力
提高进口水果等大众消费品的口岸通
关效率，更好地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简化进口水果境内检疫已在全国海关推广实施

本报讯 王爽宇 近年来，在农业农
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的指导
下，全国启动实施“乡村振兴特色优势产
业培育工程”，选择油茶、核桃、油橄榄、
杂交构树、酿酒葡萄、青藏高原青稞、青
藏高原牦牛、新疆南疆核桃、新疆南疆红
枣等9个特色优势产业进行重点培育，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我国以油茶、油橄榄、核桃等
为主的木本油料林面积1.8亿亩，油料年
产量968万吨。2024年，全国油茶新造
及改造低产林712.5万亩，茶油产量突破
100万吨；油橄榄面积增加14.3万亩，橄
榄油产量突破1.2万吨；核桃种植面积稳
定在1.26亿亩，总产量586.6万吨。

油茶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2024
年，国家出台《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等助力特

色产业发展政策，连续3年实施中央财
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2024
年，油茶种植面积在2023年7219.61万
亩的基础上，全国新造及改造低产林
712.5万亩，茶油产量突破100万吨。

核桃产业全链条协同发展。2024
年，全国核桃种植面积稳定在1.26亿
亩，总产量586.6万吨，比上一年略有下
降。全链条协同发展格局逐渐形成，超
过2.3万家储藏加工企业生产干核桃、
仁类产品、核桃油、核桃蛋白粉、核桃乳
等多元产品。

目前，核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600
亿元，覆盖了我国5000多万农村人口，
在云南、新疆部分县市，核桃收入占农
民人均收入40%以上。

油橄榄产业有新发展。2024年，全
国油橄榄种植面积217.55万亩，鲜果产

量10.8万吨，橄榄油产量突破1.2万吨，
均比上年有明显增长。国产橄榄油市
场占比从不足10%提升至18%，进口依
赖度逐步下降，我国正在逐步成为新兴
的橄榄油生产国。

杂交构树产业发展潜力较大。杂交
构树产业已初步构建起产业一体化、从
田间到餐桌可追溯的闭环产业链业态。

葡萄酒产业需加快转型升级。
2024年，在宏观经济下行与消费偏好转
变的双重压力下，处于异常状态的葡萄
酒相关企业较2023年增加76家。目
前，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127.5
万亩左右，葡萄酒产量持续走低。

南疆红枣产业作用依然明显。
2024年，南疆红枣总面积388.1万亩，总
产量308.8万吨，均比2023年有所下降，
但依然占全国总产量的45%。

本报讯 民政部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
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今年二季度以
来，民政部门加大兜底民生保障力度。

在养老服务发展方面，实施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十四五”
以来，共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4.1万张，提
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79.8万人次。联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养老服
务师”新职业。

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2025
年中央财政投入3亿元专项引导资金支持
助餐服务，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持续健全。

“十四五”以来，共完成208万户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补贴支
持84万户老年人购置居家适老化产品。

在儿童福利保障方面，民政部持续推
进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加强流动儿童关爱
保护行动，推动所有省份出台流动儿童在
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截至目前，全
国集中养育孤儿保障标准月人均达2010.6
元，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标准月人均达
1547.2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月
人均达1535.4元。

本报讯 7月2日，生态环境部召开部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管理规程和建设指标相关文件、
《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遴选复核
工作方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修改单等4项生态环境标准。

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平台载体。

会议强调，制定实施《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食品加工制
造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屠宰及肉类加
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酒类制造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4项排放标准，是落
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工作方
针的具体举措，有利于提升水污染物排放
管理水平，推动相关行业绿色发展，促进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抓好标准落地实
施，引导行业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污
染治理设施改造升级，不断提升环境治理
水平。要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做
好重要标准实施情况跟踪评估，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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