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吴 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

品安全关系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然而近年来食品安

全事故频发，“毒奶粉”“地沟油”

等问题不断挑战老百姓的心理底

线。严把从农田、牧场到餐桌的每

一道防线已成大多数人的呼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公

共安全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牵动

着千家万户，事关民生，如何让百

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保障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记者就此采访

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上下联动 夯实制度
确 保“ 最 初 一 公 里 ”和

“最后一公里”安全

“一日三餐”关系到老百姓的健

康生活、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近

些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备受社会

关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市场监管

总局先后出台了15部规章和多项

制度规范，覆盖生产经营许可、产品

注册备案、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

件查处等各方面，卫生、农业、海关

等部门也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各

级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风

险管理，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

责任，食品安全状况不断好转。

对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制度，朱毅认为，应完善和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

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

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

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

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

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从

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同时，深化食品安全法治治理，

是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基

础和保障。食品经营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如优化经营许可、推行小餐

饮登记备案等，则为深化食品安全法

提出的科学监管、社会共治等基本原

则，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样本，是推进

食品安全科学治理、精准治理的良好

实践。”朱毅进一步解释道。

朱毅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就此所作的重大部署，是为食品

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率先在食品

安全治理领域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是对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落实。强化法治理念，

健全法规制度、标准体系，持续加强

和改进食品安全监管，深化法治治

理，是推进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食品安

全监管制度落实，朱毅建言：“我国

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食

品安全工作是个持久战，监管工作

仍然需要稳中求进，用更科学的理

念、更先进的方法，精准防风险，严

密守底线，系统促安全。具体举

措，可以考虑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之间的衔接，推动公安机关食

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建设，在行政

执法程序得以进一步完善、执法操

作流程得以进一步规范的基础上，

落实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和监督抽检，强化食品生产经营

全过程监管。我个人认为，要着眼

于监管重心下移和安全保障下倾，

这样才能确保最初种植、养殖、生产

的‘一公里’和最后到达消费者的

‘一公里’的安全。”

质量可查 责任到人
切实履行好保障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

保障食品安全，法治是根本。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并举办政策例行

吹风会。在会议上，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副局长孙梅君表示，这是我国

食品安全领域又一项重大制度建设

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业内人士分析，这次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的修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四个最严”要求，围绕夯实主体

责任、强化全过程监管、提高违法成

本等重点内容，在食品安全法的基

础上，补短板、强弱项，以良法善治

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

航。修订后的《条例》共10章86条。

长三角一体化
关键在高质量

□ 何鼎鼎

“上海临港新片区将从空间一角成为杭州

湾枢纽”“南通新机场为南通带来‘世界级’发

展契机”“7 市加入长三角，安徽全面‘入长’”

“沪舟甬跨海通道气贯长虹”……随着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长三角再

次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

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

量，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去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跑出了加速度。着力落实新

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

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规划纲要》的目标非常明

确，正是要“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地缘相近、习俗相通、市场相连，相似的基

因铸就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初的雏形。但

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发展协同性有

待提升，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

开始显现。如何真正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

增长极，如何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如

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如何成为区域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又如何成为新时代改革开

放新高地？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进一步增

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集聚度、区

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

和示范作用，“一体化”和“高质量”是其中两个

关键。高质量一体化，意味着它绝不是“一样

化”，而是尊重差异、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上的通

力合作。这在《规划纲要》中体现得十分鲜

明。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担子不轻，如此才能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浙皖各有所长，

因此要“强化分工合作、错位发展，提升区域发

展整体水平和效率”。如果说，曾经的区域竞

争更多体现为一种锦标赛模式，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就是要消除同质化竞争，做强各自差异

化的长板，让共性与个性相得益彰、合作与竞

争辩证统一、集聚与辐射相辅相成，真正实现

“1+3>4”。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不仅仅是划定示范区，实现地理意义上

的整合，更是合作机制上的协调，是制度建设

层面的探索。可以看到，从推动“制度性交易

成本明显降低”到力争“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更

加完善”；从探索“建立城市间重大事项重大项

目共商共建机制”再到“实行人才评价标准互

认制度”……在《规划纲要》中，“机制”“制度”

等关键词高频出现，本身就展现出对体制机制

创新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突出制度建设这条

主线”的改革思路。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

用的长三角，将会在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不断完善中

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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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朝欢

□ 实习记者 安 宁

钞票，是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

过的事物了。人民币作为我国的

法定货币，被称作“国家名片”。正

在北京展览馆展出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五

套人民币实物展品吸引了不少参

观者驻足回味。

1948年 12月 1日，中国人民

银行成立，并在当日发行面值为50

元、20元、10元的全国统一货币——

人民币。这第一套人民币，为新中

国恢复生产建设、稳定人民生活提

供了重要保障。以此为开端，我国

逐步探索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

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代化

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有了自己发行的、人

民信赖的、坚挺的货币，从此结束

了几十年社会不稳定、人民生活没

保障的日子。”展台前，年逾古稀的

徐先生跟记者聊起他和人民币的

故事。徐先生毕业于中央财政金

融干部学校（现中央财经大学），退

休前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我们小时候，1毛钱、1分钱都

是很值钱的。什么概念呢？上世

纪50年代，1毛钱可以买一大碗面

条，一个家庭如果有50块人民币都

可以养活近10口人了。”徐先生回

忆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有

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守护好中国老百姓的“钱袋

子”，就需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

定。“央行对人民币的管理非常严

格，有一整套管理办法，该多发时

多发，该回笼时回笼。”徐先生举例

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秋收时节，货

币会发行多一些，供收购农产品所

需；收购结束后，货币会回笼，以便

工业产品下乡。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

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继续坚持货币

政策保持币值稳定这一本质属性，

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

人民币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综

合国力不断提升的缩影。谈及

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

篮子，徐先生说，中国正在成长为

一个更加坚定、自信、负责任的大

国，他为生于、长于这样的国度感

到无比自豪。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探索市场化配

置资源的脚步没有停过。1984年，

中国股票市场发行了第一只股票。

而真正让敏感的国际社会意识到中

国资本市场改革势不可挡的，是一

次“举世闻名”的礼尚往来。

1986年11月23日，时任纽约

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一行

人来到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在这

个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黑板上仅

写着两只股票价格的小柜台前，他

要完成一次交易——将一周前

邓小平会见时赠送的一张面值50

元的“飞乐音响”股票过户到自己

名下。当时的外电用“中国与股市

握手”这个标题来报道这场会见，

而这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也

见证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一次飞跃。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股市既

新奇又充满吸引力，日常的寒暄也

从“你吃了吗”转变为“你炒股了

吗”。“三顾”成就展的张先生夫妇，

和记者聊起了他们在上世纪80年

代末在老家吉林买股票的经历。

“当时的股票是一张纸质凭

证，所有交易手续都必须现场办

理。”和股票“分居”两地，给张先生

带来不少困扰。“我们一年中有一

半时间在北京工作，哪怕看到股票

涨了，也必须回到位于吉林文化宫

的证券交易点进行买卖，来回往返

就需要几天时间，往往回到老家

后，股价就发生了新的变化。”

其实，当时的股民们面临着和张

先生一样的窘境，实物交收使得他们

不得不提箱子装着股票去交易，雪花

般的票据不断涌向交易所。在证券

市场已经全面无纸化的今天，当年的

纸质股票已然成为“追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白手起家，

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

币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金融业

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

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

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

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

70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巨大

成就，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

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如今，中国有4500多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

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

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元，规

模居全球第一。债券、股票、保险市

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现代

经济发展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而

改革始终是追寻新中国金融发展的

关键线索。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完

善、多元、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必将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第一套人民币到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追寻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的中国金融发展脉络

构建共治格局 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底线
——访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1111月月CPICPI
同比上涨同比上涨44..55%%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4.5%，涨幅比上月扩

大 0.7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 19.1%，影响CPI

上涨约3.72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格上涨 1%。图为消费者在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

城的一家超市内选购水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