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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理清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全
链条监管合力，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
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完善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
（一） 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职责。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推
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

治。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履行食用农产
品从种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
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

职责；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履行食用农
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
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县级以
上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监管能
力建设，研究解决本级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中的职能交叉和监管空

白问题， 避免出现监管漏洞和盲区。
乡镇政府要落实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责任。
（二） 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

与市场准入衔接。 农业农村部门和市
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发
挥承诺达标合格证在食用农产品产

地准出与市场准入中的衔接作用。 农
业农村部门要做好承诺达标合格证

开具、使用相关工作的指导服务和监
督检查，对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
格证的依法予以查处，加强食用农产
品上市前禁限用药物和易超标常规

药物残留速测把关。 市场监管部门要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强化进货查验，
指导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依法开展

入场查验和抽样检验，加大禁限用药
物和易超标常规药物残留速测力度。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优先采购附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 建立
承诺达标合格证问题通报协查机制，
完善不合格产品闭环处置流程。

（三） 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出
证查验。 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肉类产
品检验检疫出证管理，建立完善屠宰
检疫出证信息化系统，推进肉类产品
品质检验无纸化出证，明确检验检疫
证明公开查验途径。 完善禁止对牲
畜、禽类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相关
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食品生产
经营者将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作为肉类产品进货查验的基础凭

证；积极探索应用信息化手段，加强
与农业农村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互联

互通。
（四） 加快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协作和执法合作机制。 农业
农村部要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制定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办法，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目录。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
要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

息共享及反馈机制，加强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防范，强化舆情监测和
应急处置协调联动；密切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行政执法协调协作，对突出
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整顿。

二、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
（五） 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

入。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部门应严格落
实许可审查要求，严禁擅自改变许可
条件或未经审查即予许可，省级以上
市场监管部门要对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地方政府
指定市场监管部门以外的部门实施

许可的，应符合法律授权规定，明确
申请受理、材料审查、现场核查、许可
决定责任分工，完善许可和监管工作
衔接机制。 加强传统特色食品加工制
作工艺保护，与现代检测技术有机衔
接，确保食品特色和质量安全。

（六） 完善特殊食品注册许可制
度。 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职责严
格开展特殊食品注册、备案、生产许
可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重点品种实施
优先审评审批。 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
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协作，开展特殊食

品技术联动、专家联审；统筹完善食
品健康声称和保健食品功能声称相

关工作。
（七）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检查

履职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
检查员制度，做好许可审查、监督检
查、注册核查等专业检查工作。 强化
培训考核和统一调配使用，提升专业
检查能力和水平。

三、加快建立食品贮存监管机制
（八）加强食品贮存安全监管。 农

业农村、海关、市场监管、粮食和储备
等部门依职责建立健全食品贮存监

管制度，明确监管要求。 加强对从事
食用农产品、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
品原料等贮存主体的监督检查，规范
贮存经营行为。

（九）落实食品贮存主体责任。 食
品贮存主体应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 保证必备的食品贮存条件，
实施食品贮存全过程记录，严格风险
管控。 食品贮存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并监督
受托方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进

行贮存。 食品贮存委托方和受托方应
当明确入库出库交付查验要求，严格
交付衔接和入库出库管理。

（下转第二版）

������近年来，淮阳区依托“教育强基”战略和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以“15 分钟生活圈”重构空间价值 ，用 “家门口的好学校+推窗见的风景线 ”重塑
居住吸引力。 图为风景如画的淮阳区淮郑河沿岸。 记者 刘俊涛 摄

聚力环境整治
提升乡村“颜值”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吴新明） 3 月 18 日，记者在淮阳区临
蔡镇看到，干净整洁的道路、清澈见
底的坑塘、郁郁葱葱的花木，处处是
欣欣向荣、生机勃发的景象。

近年来，临蔡镇深入学习“千万
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突出“严、快、实”工作作风，以
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
为重点，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 用实际行动提升乡村
“颜值”， 以环境之美带动生活之美，
辖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坚持党建引领、干群联动，实现从
“要我美”到“我要美”。该镇召开专题工
作会议， 成立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工作
领导小组， 紧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中“脏、乱、差”等难点堵点问题，领导
干部分区包保，网格小组齐抓共管，实
现“党建红”与“环境美”有机融合。

坚持内外兼修、标本兼治，实现
从“颜值美”到“内在美”。 该镇组建
24 支网格清洁队伍， 逐街逐巷排查
整改，重点对房前屋后、闲置院落、沟

边路角等卫生死角开展清洁行动，对
主干道、农用道路等重点区域实行随
脏随清、全日保洁。同时，该镇还通过
张贴标语的方式， 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
环境舒适度，实现“户户干净、村村整
洁、全域提升”。

坚持健全机制、久久为功，实现
从“一时美”到“长久美”。该镇建立日
常巡查制度，每周对各村人居环境整
治情况进行督查和通报，并定期开展
“回头看”，抓好责任落实，对整改不
及时、 不彻底的村和责任人进行处
罚， 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问责机制，
从源头防止“顽疾”复发，推动整改由
“短期清脏”向“长效管护”转变，确保
人居环境整治建管并行、 长治长清。
同时， 该镇还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
制，全面评估各村在环境整治工作中
的成效，对于连续考核优秀的村庄给
予资金奖励与政策支持，对不达标的
村庄进行约谈并责令限期整改；对保
洁员实行“村级聘请、镇级管理”，将
全镇 670 个垃圾桶作为重点点位，明
确责任，确保垃圾桶外无垃圾。 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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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日日距距大大典典还还有有 1111天天

坚持品牌强农 助推乡村振兴
□ 付永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为农业品
牌化发展铺设了加速跑道。 我市作为
“中原粮仓”“中原菜都”“中原牧场”，
拥有广袤沃土与丰富物产， 在实施
农业品牌化发展方面基础坚实。近几
年的农业强市建设实践表明 ， 周口
以品牌为犁，深耕农业沃土，已在乡
村振兴中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品

牌强农之路。
稳产保供是品牌强农的坚固基石。

在周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

实践正生动展开———粮食总产量

连续 7 年在 180 亿斤以上，稳居全省
第一； 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 4 个 ， 面积 177 万亩 ，
排名全国前列 ； 已成功创建 1 个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9 个省级
产业园， 市县两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数量达 355 个 ， 构建了四级联动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 为我市品牌
强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升级是品牌价值跃升的

关键所在。 我市农业已告别“原粮出
市 、裸装上市 ”的粗放时代 ，粮食精
深加工已形成 “粮头食尾 、 农头工
尾”的紧密型产业格局。 全市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620 家，培育了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9 家、
省重点龙头企业 79 家、 市重点龙头
企业 134 家。 鹿邑的 “澄明食品”用

“一袋火锅底料” 串起了辣椒种植 、
调料加工、电商销售的全链条。 沈丘
的 “金丝猴奶糖” 从一颗糖起步，打
造了包括糖果、巧克力、速冻食品在
内的“甜蜜帝国”。 通过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的“三链同构”，我市农业
品牌竞争力显著提升。

创新驱动是破局突围的核心密

码。 我市与各类高校及科研院所携手
共建研发平台， 成功培育了数百个特
色农副产品。目前，全市拥有绿色食品
223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8 个、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 60 个，36 家企业的 60
个产品入选河南省首批“豫农优品”商
标及标识使用人名录。 借助数字赋能
的“云展厅+直播电商”模式，逍遥胡辣
汤、 淮阳黄花菜等传统农特产品得以
触达亿万消费者。这种“科技+数字”的
双轮驱动模式， 为传统农区破解品牌

发展难题提供了创新路径。
机制创新是确保品牌强农行稳

致远的保障。 我市独创的“123710”工
作思路，将品牌建设纳入全域协同发
展的框架：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破解资
金难题，以“七大专项行动”打通三产
融合的堵点，通过系统化的机制设计
带动 120万农户实现增收。 这种跳出
农业抓农业、贯通城乡促融合的机制
创新，使品牌建设不再是单一部门的
“独角戏”，而是多方协作的“大合唱”。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振兴，
品牌先行。 农业品牌化 ， 是一场从
“卖产品”到“卖价值”的跃迁。 我们
相信， 只要坚持在科技赋能中强根
基、在产业融合中提价值、在文化浸
润中增魅力， 就一定能让 “周口品
牌”如沙颍河水般奔涌向前，谱写乡
村振兴的壮美篇章！ ②3

我市普通公路建设
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 王永剑 通讯员
马丽） 记者日前从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获悉， 我市今年计划开工建设
16 条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里程 324
公里； 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 600 公
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100 座。

根据总体规划，周口港中心港区
中心作业区需占用国道 329 小集村
附近线路 。 为优化国省道布局 ，给
周口港中心港区规划建设预留空

间，我市决定对国道 329 小集村附近
线路进行改建。

3 月 18 日， 记者在改建项目施
工现场看到， 几十台大型挖掘机、压
路机正紧张工作。负责项目施工的河
南中州路桥公司总工程师师晶晶告

诉记者，自 2 月 5 日复工以来，他们
每日出动压路机、铲车等 40 余台，按
照时间节点全力施工。 目前，改建项

目的右半幅路基已施工完成， 左半幅
路基正在施工，预计今年 5月底完工。

据项目负责人李艳黎介绍 ，这
一改建项目是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港口型
国家物流枢纽的重要保障， 是壮大
临港经济的重要通道。 该项目全长
5.879 公里， 规划红线宽度 55 米，全
部建成后将对我市加快临港经济发

展、从“经济通道”迈向“通道经济”、
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起到促进

和推动作用。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成立工作专班，在项目推
进上精准发力，拟定时间表、绘制任务
图， 认真梳理影响项目进度的问题清
单，明确职责、分类指导、限期整改。目
前，全市公路建设者士气高昂、干劲十
足，全力以赴进行项目建设。 ②3

新年新气象 拼出“开门红”

推推进进““七七个个专专项项行行动动”” 率率先先建建成成农农业业强强市市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
（2025年 3月 13日）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19 日电 （记者 林红梅 王秋韵）
2024 年我国集装箱总产量超过 810 万标准箱，较 2023 年增
长 268.2%， 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记者 19 日在上海开幕的
2025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上了解到的最新数据。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军在开幕式上发布 《中
国集装箱供应链发展报告（2024）》时说，我国拥有集装箱全
产业链高效集群，具备全供应链体系、全产品系列、全技术
能力和全面的配套服务体系， 其中国际标准干货集装箱是
集装箱生产的主力箱型，2024 年约占我国集装箱总产量的
91.3%。 此外， 冷藏集装箱产量约占我国集装箱总产量的

3.8%；铁路 35 吨敞顶箱产量占比约为 0.7%；罐式集装箱产
量占比约为 0.6%；其他类型集装箱产量占比约为 3.6%。

报告显示，我国集装箱的产销量达全球的 96%，产能主
要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中集集团、上海寰宇、新
华昌集团等为主要供应商。

2025 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吸引了来自全球 60 多个
国家的百余家展商及专家参与，共同关注全球贸易变化、航
运市场走势和集装箱供应链发展等。 展会由中国集装箱行
业协会和英富曼会展集团共同主办，自 2014 年在中国创办
以来，已成为集装箱多式联运交流合作的国际性平台。

我国去年集装箱产量超过 810万标准箱创新高

今年

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100座

计划开工建设 16条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里程 324公里

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 60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