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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雨

“这些年，食药监部门加强

与我们的合作，探索了‘西城大

妈+食品安全’模式，现在‘西城

大妈’们已经加入食品安全志愿

者队伍，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日前，北

京市民尹玉泉在2018年全国食

品安全宣传周主会场的一番发

言，引起一片掌声。

作为食品安全的“守卫者”，

近年来，食品监管部门联合多方

力量，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出快手、下重拳，严把舌尖上的

安全关，并且把“信用”纳入食品

安全监管中，作为创新社会管理

的重要手段。

联合奖惩机制“发力”
食药“圈儿”共铸监管合力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要将科学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

结合，深入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为人民提供更加安全、放心的

食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张茅在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上指出。

2015年 12月，原国家食药

监总局公布《关于推进食品药品

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将食品药品安全信用

体系建设分为3个阶段：2016年

年底前，主要完成食品药品安全

信用体系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关

制度，建立企业及相关人员信用

信息档案，启动信用信息数据库

建设工作，按产品分类特点探索

制定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信

用分级分类管理标准，初步构建

信用等级评价机制。2017年～

2018年，初步建成食品药品安全

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和信

用分级分类管理标准，全面推进

信用体系建设。2019年～2020

年，建立起国家、省、市、县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之间互联互通的食品

药品安全信用信息数据库，并与

相关监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与交

换、信用结果公开与联合惩戒，初

步实现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及相关人员信用分级分类管理，

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从上述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的“路线图”中不难看出，

信用信息的归集应用至关重要。

对此，2016年8月，原国家食药监

总局特别针对信用信息印发了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管

理，提高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效能，

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自律意

识和信用水平，促进食品安全信

用信息公开，加快食品安全信用

体系建设，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夯实信息基础，联合奖惩机

制随之建立。2016年4月，国家

税务总局和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签

署《信用互动合作框架协议》；

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原国家

食药监总局等28个部门共同达成

《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

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上述

文件的印发，在食药“圈儿”内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初步构建了对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联合惩戒

机制，标志着我国正强化对食品

药品安全的多部门共治，加快推

进食品药品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今后食品药品领域严重失信者将

“一处失信，处处受惩”。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认为：“这将有助于

食药监管部门和其他27家部门

打造无缝对接、有机衔接、信息

共享、快捷高效、跨部门的联合

监管执法合作机制，对于创新政

府监管方式，提高政府的监管效

能具有积极的意义。希望包括

食药监管部门和其他联合执法

部门，都能把政府监管的创新和

《合作备忘录》的落实衔接起来，

切实消除监管的盲区，真正铸造

监管合力。”

与此同时，在食品领域对

守信主体的激励力度也在进一

步加大。2017 年 2月，原国家

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关于印发

对税务等领域信用A级食品药

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联合激励措

施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对食

品药品生产经营领域守法诚信

企业实施激励的条件。

搭建平台促进共享
构建体系协同发力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

等社会成员既是安全食品的受

益者，同时也可以携起手来共同

构建各方参与、严密有序的食品

安全社会治理体系，推动食品安

全步入共治与共享互为支撑的

良性发展轨道。

“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相关

标准，规范生产管理，按相关标准

的要求，控制产品生产流程，杜绝

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不弄虚作

假、制假造假;并承担起食品药品

追溯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通过

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追溯体系，保

证食品药品可追溯……”2017年

6月26日，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

量安全促进会会员企业代表与追

溯专业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关于

共筑中国食品药品安全诚信自律

社会的倡议书》，并当场宣读了倡

议书。在行业协会的带动下，正

有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加工、销

售企业加入到保障质量、构建食

品安全的队伍中来。

要做好食品安全工作，需

要方方面面加强合作，一起推

动。对此，美团集团钟永健表

示，美团点评平台积累了海量

消费者对餐厅的评价大数据，

依托于这些数据，开发了“天

眼”系统。筛选出涉及餐饮品

质的内容，同步移交给政府部

门，进行有效的核查监管。

多方共治 严把“舌尖”安全关
——我国持续强化食品安全领域信用监管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7月24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

输部联合召开“全国物流降成本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推广

各地物流降成本的好经验，示范

带动更多领域挖潜降本。国家

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勇对

近期各地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工

作的进展和成效进行了系统总

结，全面部署下一步在政策落

实、“放管服”改革、变革创新、强

化协同、推动“公转铁”五个方面

下功夫，推动物流降本增效再上

新台阶。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总规划师陈健对推进交通物流

领域降成本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江苏、浙江、河南、广东、山

西、福建等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强调，社会物流成本水

平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体

现，是决定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关

键因素，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

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几

年对降低物流成本提出要求，国

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研究部署物流

降本增效工作。深入推进物流降

本增效，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使经济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

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生产和消费，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

本，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效益水平

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国家发改委会同

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降低“物

流企业成本”和“企业物流成

本”，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

减税清费力度、加强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建设、推进物流信息化

标准化智能化、深化产业联动融

合和信息互联互通等方面出台

了60多项具体举措，构建起推进

物流降本增效工作的政策框架

体系。国家有关部门在落实相

关政策过程中，根据职能出台了

一系列细化实化举措，推动形成

政策合力。各地在贯彻落实国

家有关政策、做好各项“规定动

作”的同时，也结合本地区实际

创新实施“自选动作”，取得良好

成效。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

的共同努力下，物流降本增效工

作阶段性成效显著。2013年以

来，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

的比率连续5年保持下降，今年

上半年进一步降至14.5%。

会议指出，各地推进物流降

本增效的做法，对于示范带动更

多领域挖掘降成本潜力，促进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参考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坚持深入调研，

倾听行业发展诉求，为研究制定

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打下坚实

基础。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找准

政策着力点，把推动解决行业发

展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作为

研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为企业“松绑减负”，增强企

业的政策获得感。三是坚持统

筹兼顾，强化工作协调衔接，通

盘考虑、系统谋划，避免因部分

领域、部分环节的“高成本、低效

率”，影响实体经济降成本的整

体效果。四是坚持融合创新，让

政策紧跟市场脚步，加强既有政

策的完善更新和新政策措施的

研究协调，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

政府监管效能。

会议要求，下一步，各地要

学习借鉴相关省（区、市）的先进

经验，真抓实干、勇于创新，推动

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

夫。一是在政策落实上下功夫，

结合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有关

要求，针对部分领域、部分地区

存在的政策细化实化不足、落实

进度缓慢等问题开展自查，及时

研究解决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

“钉钉子”的精神，狠抓政策落

实。二是在“放管服”改革上下

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部署，增强“刀刃向内”

“自我改革”的勇气和魄力，进一

步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敢于“动奶酪”“破难

题”，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继续推

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

在变革创新上下功夫，解放思想、

创新思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上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工作，积极

参与即将启动的物流降本增效综

合改革试点，争取在加快多式联

运发展、解决用地难和融资贵、改

善行业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突

破。四是在强化协同上下功夫，

各地区要建立或完善跨部门的物

流降本增效工作协调机制，强化

政策协同和组织实施，在行业运

行监测、重大问题研究等方面加

强合作和成果共享，为深入推进

物流降本增效提供有力保障。五

是在推动“公转铁”上下功夫，深

入开展调研，特别是加强对公路

运输业运行的跟踪监测和研究，

分析研判“公转铁”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建议，

有关情况和成果及时报告，为相

关部门开展工作提供参考。

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召开全国物流降成本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下一步

在政策落实、“放管服”改革、变革创新、强化协同、推动“公转铁”五个方面下功夫

物流降本增效要敢于“动奶酪”“破难题”

中企承建津巴布韦最大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
由中企承建的津巴布韦最大机场罗伯特·穆加贝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仪式7 月23日在首都哈

拉雷举行。项目完工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从250万人次增至600万人次，成为区域内重要航空枢纽。

图为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前中）等出席开工仪式。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摄

汛期重点商品市场加强保供稳价
本报讯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出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发

展改革、价格主管部门加强汛期市场保供稳价工作，要求

各地切实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监管，促进重点商品价格稳

定，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市场价格监测预警方

面，要密切跟踪粮油肉蛋奶菜等重点民生商品和防汛救

灾物品的生产、市场和价格变化，一旦发现可能引发价格

异常波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迅速预警。

在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方面，要充分了解重点商

品特别是民生商品的生产和市场供求情况，加强组织调

度，强化市场调节；要结合市场情况，及时启动汛期应急保

供稳价工作预案，确保重要商品市场不断档、不脱销。

在市场价格监督检查方面，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密切

关注重点商品价格变化，重点检查民生商品和相关防汛救

灾物品价格；严厉打击趁恶劣天气、自然灾害之机，串通涨

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变相抬价等价格违法

行为，对典型案件进行曝光。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要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条件的要立即启

动，及时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遭遇自然灾害

但仍未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密切跟踪物价上涨对困难群

众生活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徐 赟

面对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和国际国内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的影响，为更好地稳

定和促进就业，国家发改

委联合16部门出台《关于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

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提出十方面有力举

措。7月25日，国家发改

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有关工作情况。

稳增长守住基本盘
调结构拓展新空间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巡

视员哈增友表示，《指导意

见》出台的背景，一是中央

有要求，二是现实有需

要。党中央、国务院始终

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积

极稳定和促进就业工作。

同时，妥善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最根本的是做好自

己的事情，其中首要的是

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并且尽可能巩固和

扩大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这里面，最最重要的

就是守住就业底线。”

《指导意见》提出的措

施包括：发展壮大新动能，

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

位；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引导劳动者转岗提质

就业；深入推进创业创新，

催生吸纳就业新市场主体；支持返乡下乡创业；加大援企稳

岗力度等。

哈增友表示，十条政策措施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一是

稳增长，守住就业基本盘；二是调结构，拓展就业新空间；三

是促改革，激发就业新活力；四是抓重点，织牢就业保障网。

稳增长，守住就业基本盘。我国大致有9亿1千万劳

动年龄人口，常年需要在城乡就业约7亿7千万人，同时每

年新增就业要保证在1100万人以上。完成就业任务需要

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所以，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

业，保就业主要依靠稳增长。

调结构，拓展就业新空间。一要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

新产业新业态，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二要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劳动力实现提质转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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