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4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在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食品安
全抽检情况。上半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随 机 抽 检 24 类 食 品 样 品
33252 批次，其中检验不合格样品 1236 批
次，样品合格率为 96.3%。

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佳材表示，
抽检情况表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
体保持稳定向好，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据介绍，在上半年的抽检中，粮、油、
肉、蛋、乳等 5 类大宗日常消费品中，乳制
品抽检 1391 批次，合格率为 99.9%；蛋及
蛋制品抽检 409 批次，合格率 99.8%；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抽检 1975 批次，合格率
98.3%；粮食及粮食制品抽检 6680 批次，

合格率 97.8%；肉及肉制品抽检 4678 批
次，合格率 96.8%。

其中，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婴幼儿配方
乳粉，上半年抽检样品 916 批次，检出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食品安全风
险的样品 19 批次，占样品总数 2.1%；检出
不符合产品包装标签明示问题的（非直接
的食品安全风险）样品 36 批次，占样品总
数 3.9%。国家食药监总局一司巡视员毕
玉安表示，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不合格主
要是中小企业的产品，包括标签不合格和
不符合安全标准。抽检不合格产品区域
比较集中,其中羊奶粉主要集中在其主要
产地陕西。抽检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管
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总的来看,大型企
业、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在产品质量上合
格率很高。

蔬 菜 及 其 制 品 的 样 品 合 格 率 为
95.2%，水产及水产制品的样品合格率为
92.8%，调味品的样品合格率为 97.1%，茶

叶及其相关制品的样品合格率为 99.0%，
酒类的样品合格率为 96.2%。

据分析，上半年食品抽检主要存在 5
方面问题：一是禁限用农兽药残留超
标，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2.8%，其中有
种植养殖环节违法违规使用农药、兽药
的因素，也有在流通环节故意使用的情
况。二是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占不合格
样品的 19.3%。主要是生产经营者对法
规标准认知度不高或者存在主观故意，
为延长保质期或提升产品品相，违反规
定滥用食品添加剂，甚至非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造成。三是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占不合格样品的 35.0%。主要是生产环
境和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储运过程和
销售终端未能持续保持储运条件，因包
装不严、破损造成二次污染等原因造
成。四是重金属指标不合格，占不合格
样品的 12.7%。这与产地环境污染和肥

料、饲料等农业投入品受到污染等因素
相关，也说明生产加工者原料把关不
严。五是品质指标不合格，占不合格样
品的 31.9%。主要是生产工艺不合理或
关键工艺控制不当引起，也不排除存在
个别食品生产经营者故意以次充好、偷
工减料，甚至违法掺杂使假的情况。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三司
司长王红表示，针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
发现的问题，各级食药监部门一方面督促
生产经营者立即封存、下架和召回不合格
产品以及涉嫌问题产品；督促企业及时排
查风险因素并采取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
险。另一方面，针对重点食品、重点区域
和重点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将部署各地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注重查处
大案要案。同时第一时间对社会公布抽
检信息，在总局官网开设专栏，每周公布
合格和不合格产品信息，并同时进行风险
解读和消费提示。

上半年抽检合格率 96.3%——

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8 月 28 日，审计署发布 7 月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
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

据悉，审计署 7 月份对 29 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29个中央部门和 7个中
央企业进行了跟踪审计，重点审计了财
政存量资金及闲置土地盘活、重大工程
项目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政策落实及简
政放权等方面的情况，抽查了 451 个单
位 、 229 个 项 目 ， 涉 及 中 央 财 政 资 金
981.83亿元。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介绍，与 5、6 月份
相比，7 月份的跟踪审计除了继续关注财
政资金统筹使用、重大建设项目推进、简
政放权等情况外，还着重审查了东北和西
部地区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土地的盘活
利用情况，以及部分重大政策配套制度制
定和执行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有关部门和地区通
过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积极成效。”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主要负责人说。

审计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清理盘
活存量资金和闲置土地等方面力度还不
够，有的政策措施落实和简政放权不到
位，部分重点建设项目推进缓慢。主要问
题有：

第一，部分中央部门和地区存在资金
沉淀和土地闲置问题。22个省及 2个部门
存在此类问题，涉及资金 564.47 亿元、闲
置土地 3.6 万公顷。一是 2 个中央部门财
政存量资金收回不完整；二是 16 个地区
财政专户结存的财政存量资金未及时盘
活，部分中央专项资金未及时分配下达，
形成财政资金结存；三是一些地方由于土
地规划调整、土地已用于贷款抵押等，闲
置土地盘活较慢。

第二，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部分
配套制度不完善、有的政策措施未落实。10
个地区、部门存在此类问题。一是一些部门
未及时细化相关政策、制定配套措施，影响
政策措施的落实；二是有关部门和地方虽

采取了积极措施，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仍较为突出；三是推动企业信用公
开、“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通关便利等措施力度不够。

第三，个别部门和地区未按规定落实
简政放权要求。3 个中央部门和 2 个地区
存在此类问题。一是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
源局未按规定将有关审批事项纳入清理范
围；二是海关总署自行设立准入类职业资
格，广西无依据设立收费项目，增加企业
负担；三是在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措施中，
广西、河南的部分行业仍存在准入限制，

“三证合一”工作也未能按期实现信息共
享等。

此外，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缓慢。
有 18 个项目推进慢的问题较为突出，涉
及项目投资 502.73 亿元。造成这一问题

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项目前期论证不充
分，规划缺乏科学性与全局性，影响项目
落地；二是部门间工作不协调，项目涉及
地域间意见不统一，工作缺乏统筹，影响
项目顺利推进。

本次审计还检查了相关部门和地区
对前期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整
改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政策
措施贯彻落实取得显著成效。自 2014 年
8 月以来，通过整改，促进新开工项目
728 个、完工 856 个，还有 300 多个项目
加快了实施进度，促进制定完善 50 余项
规定及办法。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主要负责人表示，
针对跟踪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下一步将采
取以下措施来确保审计监督效果的实现：

一是进一步发挥监督合力，推动问题整
改，促进审计建议落实；二是进一步加强
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有
关部门和地方及时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
行通报；三是持续公开跟踪审计结果，充
分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采取多种
宣传形式，反映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政策措施中的正、反两方
面典型事例。

自 2014 年 8 月起，审计署组织全国
审计机关，持续开展对相关部门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的跟踪审计。今年 5 月起，审计署进一
步加大了跟踪审计力度，每月向国务院上
报审计结果，同时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案例
向社会公告。

7 月份稳增长等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发布——

盘活存量资金和闲置土地需加码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讯 记者乔金亮

报道：日前，农业部公布了对政协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4506 号提案答
复的函，回应了此前部分政协委员对于加
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提案。农业部
表示，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
有权威结论的，即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
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都是安全
的。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遵循
国际通行指南，并注重我国国情，能够保
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微生物安全以及生
态环境安全。

农业部表示，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
的安全性是有权威结论的，即通过安全评
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
都是安全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一系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指南，是全
球公认的食品安全评价准则和世界贸易
组织国际食品贸易争端的仲裁依据。各

国安全评价的模式和程序虽然不尽相同，
但总的评价原则和技术方法都是参照上
述标准制定的。

据介绍，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
国开展了大量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科
学研究，认为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
传统食品同样安全。世界卫生组织认
为，“目前尚未显示转基因食品批准国的
广大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对人体健康
产生了任何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召
开专家研讨会，得出“目前上市的所有
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的结论。欧盟
委员会历时 25 年，组织 500 多个独立科
学团体参与的 130 多个科研项目，结论
是“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并
不比传统育种技术危险”。

农业部信息显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
全管理法规遵循国际通行指南，并注重我

国国情，能够保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微
生物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2015 年新
修订并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
品标示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
定。正在修订的《种子法》对涉及转基因
植物的相关条款作了修改，《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
理办法》等也正在修订。我国转基因法律
法规体系已日臻完善。我国基本建立起
涵盖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出口
全过程的安全监管体系，农业部、质检总
局突出重点、严控源头，坚决防止转基因
生物违规扩散。

目前，我国是唯一采用定性按目录强
制标识方法的国家，也是对转基因产品标
识最多的国家。2002 年，农业部发布了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制定了
首批标识目录，包括大豆、油菜、玉米、棉
花、番茄 5 类 17 种转基因产品。国内批准

商业化生产仅有棉花和番木瓜，批准进口
用作加工原料的有转基因大豆、玉米、棉
花、油菜和甜菜，这些是在国内市场能见
到的转基因农产品，与首批标识目录基本
一致。

据介绍，国际上对于转基因标识管理
主要分为 4 类：一是自愿标识，如美国、加
拿大、阿根廷等；二是定量全面强制标识，
即对所有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
过阈值就必须标识，如欧盟规定转基因成
分超过 0.9%、巴西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
1%必须标识；三是定量部分强制性标识，
即对特定类别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
量超过阈值就必须标识，如日本规定对豆
腐等 24 种由大豆或玉米制成的食品进行
转基因标识，设定阈值为 5%；四是定性按
目录强制标识，即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
只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转基因作
物加工而成的，必须标识。

农业部回应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转 基 因 食 品 安 全 性 有 权 威 结 论

本 报 讯 记 者 雷 汉 发 报
道：日前，河北省委决定，由 11
名省级领导分包 11 个设区市
和各省直管县（市），由其分别
带领省直有关单位干部深入到
生产一线、深入到隐患较多的
地方，围绕安全生产、大气污染
防治等方面进行明察暗访、协
调督导、解决问题。

河北省委此次综合督导主
要围绕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
等方面工作进行。其中，安全生
产方面主要督导各地安全生产
工作安排部署情况，组织安全生
产大检查、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和
专项整治工作安排部署情况，部
署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
物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活动情况，企业开展自查自纠、
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等情况；大
气污染防治方面主要督导各地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情
况，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企业
大气污染防治情况，钢铁、电力、
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
防治情况，重点建设项目环境监
管、重点减排工程、重点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等工作开展情况，各
地各有关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等
情况。

河北省委还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把信访工作作
为最直接最有效的群众工作，迅速行动起来，带着感情
和责任，深入开展“听民声、知民意、解民难”领导干部
大接访活动。省直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做好本单位本系
统信访工作的同时，积极受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问题，
促使问题得到切实解决和妥善处理。

明察暗访

协调督导

河北力保安全生产及大气污染防治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讯 记者韩霁报道：为深入贯
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推进建设质
量强国，质检总局联合相关部门将于 9 月开展 2015 年
全国“质量月”活动。此次活动以“迈向质量时代，建设
质量强国”为主题，由质检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9
个单位联合主办，动员全社会增强质量意识，积极参与
质量强国建设事业。

质检总局将于 9 月 1 日在青岛举办 2015 年全国
“质量月”启动仪式。

全 国“ 质 量 月 ”活 动 9 月 展 开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讯 记者黄俊毅从国务院扶
贫办获悉：经中央批准，2015“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
表彰活动 27日正式启动。

“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是今年扶贫日系
列活动之一，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农民日报社共同主办并组成组委会。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
奎表示，2015“中国消除贫困奖”将于 9 月 20 日完成候
选人征集工作，并于 10月上旬完成评选工作。

“ 中 国 消 除 贫 困 奖 ”评 选 启 动

“大家看，这些锯齿形的斜屋顶，都是北采光，这是
棉纺织厂建筑的特色。”8月2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的
组织下，28家境内外媒体的 40余名记者开始纪念抗战
系列主题采访，记者们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莱锦文
化创意产业园，了解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东四环慈云寺桥以东200米，这个原属北京第二棉
纺织厂的旧厂区，如今完全变了模样。高大的厂房在充
分保留建筑特色的基础上，采用结构分割、天然采光、立
体绿化等措施改造成了庭院式的工作环境。2011 年 3
月底项目刚竣工时，就吸引了一批文化创意企业入驻，
成为北京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范。

中国数码文化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
一。2011年，这家以数字音乐起家的公司落户莱锦文创
园，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集数字音乐版权、体育赛事活动策
划、影视艺人经纪等为一体的集团公司，并在香港上市。

截至目前，产业园已吸引了170家企业入驻，其中包
括5家上市公司，就业人员近万人，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莱锦文创园的发展只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它所在的朝阳区，近几年文化创意产业始
终以年均增速不低于15%的速度发展。全区文化创意企
业从2006年的1万余家增加到2014年的5.3万家。北
京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巡视员陈永平表示，

“北京文化产业在服务业里的排名仅在金融之后，北京文
化创意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3%”。

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

老厂房里的新产业
本报记者 杨学聪

8 月 28 日，中国选手刘虹比赛后庆祝。当日，在

2015 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 20 公里竞走决

赛中，中国选手刘虹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世锦

赛上的首金。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