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部门发布食品安全最新监测结果——

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总体向好
本报记者 王 晋 乔金亮 郭静原

在 6 月 14 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食品
安全论坛上，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
别发布了今年 1 至 5 月对农产品、进口食
品、食品抽检的监测检查结果。总体看，
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向好，但在监测检查中
均发现一些问题。相关部门表示，将加大
监管力度，对连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生
产经营者从严处罚。

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向好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
员广德福介绍了前 5 月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情况。数据显示，监测样品
总体合格率为 97.2%。其中，蔬菜、水果、
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监测合格率分别
为 96.8%、92.9%、99.7%、99.3%和 96.3%，
畜产品瘦肉精监测合格率 99.9%。监测
结果显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向好。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今
年 1 至 5 月，农业部组织 92 家省部级、国
家级农产品检测机构，开展了两次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共抽
检全国 31 个省（区、市）、152 个大中城
市、5 大类食用农产品、92 个品种、22056
个样品，检测指标 94 项，监测样品总体合
格率为 97.2%。农业部已将监测结果通
报各地，要求有针对性地跟进开展监督抽
查，依法严厉查处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单
位，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广德福说，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是生产

各类健康食品的来源，也是保障食品安全
的第一道防线。农业部按照国务院食安
委的统一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完善法
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大力推进农兽药使用
及残留、违禁物质“瘦肉精”等非法添加、
畜禽屠宰等 7 项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强
监测预警，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下一步，农业部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紧紧围绕“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目标，坚持“产管并
举”，推进农业标准化，提升监管能力和制
度机制建设，切实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

不合格进口食品涉及23类

近年来，我国进口食品农产品贸易持
续快速增长，进口食品农产品贸易额从
2006年的 320.7亿美元增长至 2015年的
1159.2亿美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
食品安全局局长林伟说，今年 1 至 5 月，
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来自 174 个
国家和地区的 49.8 万批、1618.6 万吨进
口食品实施检验，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
1311批，2.9万吨，涉及 23类产品，主要有
糕点、饮料、粮谷及制品等，涉及 14 类不
合格原因，主要为食品添加剂超量或超范
围使用、微生物污染以及品质不合格等。
他表示，1 至 5 月，质检总局对进口乳制
品、食用植物油、水产品、肉类、酒类 5 大
类重点产品进行专项检查，从 37 个国家

或地区进口的上述产品中检出不合格产
品共 275 批、2.7 万吨，占不合格进口食品
总重量的 93.1%，其中检出不合格进口乳
制品 83 批、170.6 吨；食用植物油不合格
产品共计 26 批、2.6 万吨；水产品 49 批、
373.6 吨；肉类 21 批、274.6 吨；酒类 96
批、164.8吨。

林伟说，对于上述检出的不合格进口
食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均按照有关规
定做了退运或销毁处理，未进入国内市
场。今年，质检总局将着力打造进口食品
放心工程，密切与其他监管部门的沟通与
协作。

一些企业多批次抽检不合格

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品监
管三司司长王红介绍了今年 1 至 5 月食
药监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相关情
况，食药监局组织监督抽检样品 5447 批
次，涉及不合格样品 96批次。

其中，黑龙江农垦英博华威乳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 4 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
指标不合格；加比力（湖南）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 3 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指标
不合格；重庆御味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3 批次水果制品食品添加剂项目不合格；
武城县丰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
糕点食品添加剂项目不合格；海南鸿琛工
贸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水果制品食品
添加剂项目不合格；三九企业集团兰考葡
萄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葡萄酒品

质指标不合格；新疆哎呦喂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 2 批次水果制品食品添加剂项目
不合格；大连三山岛海产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 2 批次水产制品微生物项目不合格；
哈尔滨鑫旺泰和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 4
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指标不合格；海
口龙华源春盛商行销售的 2 批次水果制
品和 1 批次肉制品食品添加剂项目不合
格；重庆市盘溪农产品批发市场家明食品
批发部销售的 3 批次水果制品食品添加
剂项目不合格；三亚国润实业有限公司销
售的 2 批次水果制品食品添加剂项目不
合格；兰考县鸿运副食商行销售的 2 批次
葡萄酒品质指标不合格；北京市石门莉莉
食品批发店销售的 2 批次糕点分别存在
品质指标和食品添加剂不合格情况等。
此外，抽检也发现同一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存在 2 批次及以上抽检样品不合
格的情况。

王红介绍，针对上述情况，相关省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依法责令采取下架、
召回、停产停业、整顿等措施，并将向社会
公布处理结果。

王红强调，公布这些不合格食品单位
名单和处理情况，就是要告诫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食品生产经营管
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不严格执行《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不严格执行食品安全
标准，特别是连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生
产经营者将予以从严处罚。

本报北京 6 月 14 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在今日
举办的 2016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暨第八届中国食品
安全论坛上，今日头条对平台上 4.8 亿用户阅读行为
进行分析后，向公众发布了一组食品安全大数据。在
公众最关心的食品品类中，阅读量接近 800 万的“奶
粉”高居榜首。

其中，今日头条平台的 1339.2 万用户每天都会关
注食品安全信息，“食品添加剂”和“亚硝酸盐”成为最
受关注的热词。此外，公众最爱阅读的文章不是政府
权威解读，也不是食品安全负面报道，科普文受到大量
用户的青睐。

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赵添表示，大数据不仅能为
读者提供感兴趣、有价值的食品信息，根据公众阅读搜
索行为生成的“红黑名单”能够督促企业诚信经营，还
可以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和信息发布工作提供决策参
考，并加大对该地区用户的相关科普。

“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和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时，政
府部门可以依托大数据系统针对不同人群的阅读习
惯，第一时间开辟信息推送通道，将政府部门的官方声
明、风险预警和科普资讯进行精准推送，确保准确信息
及时传递到每一目标群体，不给谣言滋生的机会。”赵
添说。

中国记协倡议

—
—

牢记社会责任

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报道

外国专家认真听取嘉宾发言。

嘉宾认真探讨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论坛嘉宾交流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

“从美味到健康，抓住消费者的消费
升级需求，进行供给侧改革，发挥工匠
精神，中国的食品饮料行业会有大商
机，中国的食品安全会有大进步。我对
中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信心，中国产
品质量不比国外企业差，完全不必妄
自菲薄。”在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
上，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宗庆后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
表示，作为中国食品行业的领军人物，
他倡导尚德守法并举，共创食品安全。

宗庆后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
过各级主管部门和广大食品生产销售企
业的不懈努力，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有了
显著好转，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显著减
少，百姓对食品安全状况的总体评价不
断提高，大中型企业的食品安全水平明
显提升。当前，各行各业都在热议供给
侧改革。宗庆后说，“食品行业的供给侧
改革就是要把握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
求。以前人们讲究‘美味’，但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追求健康。抓住
这个需求来研发产品，食品行业有大机
会”。

如何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宗庆后
呼吁食品企业界尚德和守法并举。他表
示，守法指外在力量的规范和监管，而尚
德一直是中华传统，强调食品行业从业者

的自我约束。尚德、守法缺一不可。在宗
庆后看来，食品行业也要发扬工匠精神。
这不仅是对事业的执著，更重要的是社会
责任感，始终坚守底线，视诚信为生命。
此外，从企业管理上来说，一些生产环节
运用科技元素来把控质检，也会大大减少
供应链环节的管控风险。宗庆后表示，工
匠精神+科技，是提升食品安全的重要
路径。

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的网络谣言问
题突出，严重损害相关企业和产品的声
誉，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百姓对
食品安全的恐慌，也影响到我国食品安全
形象。宗庆后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打击
网络谣言。他表示，经过努力，有关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加强了食品安
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对谣言予以及时澄

清，提高了广大消费者鉴别真伪的能力，
打击网络谣言有了很大进步。他希望有
良心、守规矩的食品企业能免遭谣言的
伤害。

宗庆后介绍，一直以来，娃哈哈集
团坚持实业，近年来，开始致力于研发
保健饮品、中药食疗和中老年保健食
品。他说：“现代人希望活得健康，这里
有大商机。”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不断下滑，但娃
哈哈集团却在加大投资。宗庆后说：“我
们除了传统饮品向保健、健康方向升级，
还将与以色列企业合作，向高科技产业
转型。”宗庆后呼吁，鼓励民间投资，要大
力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一些“玻璃
门”“旋转门”要真正破除，同时减轻企业
负担。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食品安全需要工匠精神和供给侧改革
本报记者 祝惠春

近些年，随着食品行业的发展和公众
对食品安全水平要求的不断提升，我国的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变革，力求紧
跟行业发展需求，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质
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罗云波认为，近些年，我国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监管机
构逐步集中。“事实上，从 2009 年第一部

《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一直在变化。总体来说，过去是多部门
共同监管，现在监管机构逐步集中化。多
部门监管有其局限所在，部门与部门之间
的空白太多，权责不清，执行任务时具体

任务不清楚，出了问题时责任认定不清
楚。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后，依据其
总则，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
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确
立为 5 个主要监管主体，但是其他一些部
门也会有一些食品安全的工作要做，所以
这时候的监管还是相对比较分散的。党
的十八大以后，监管主体更加集中，成立
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形成农业和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两段式监管，这是监
管主体最为显著的变化。”罗云波说。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面众多，拥有有效
的协调机制十分重要。对此，罗云波表
示，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后，依据其
规定，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但
是这时候需要协调的部门太多，协调难度
较大。第二部《食品安全法》出台后，委员
会要协调的部门主要就是农业部门和食
药监总局，协调效率得到了提升。

此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
设立，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
改变。“食品安全监管应当有的放矢，在科
学分析的基础上，对整个监管体系做统筹
安排。过去以事件作为导向来进行监管，
现在通过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管
理，使食品安全事件尽可能少发生甚至不
发生。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建立在风险评
估基础上的防御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
到了重心前移。”罗云波说。

那么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还有
哪些不足？罗云波认为，中央层面的监管
体系已经基本理顺，但是很多地方的监管
体系还没有落实到位。尽管很多地方按
照中央政府格局进行改革，但是落实效果
并不理想，部门精简遇到很多障碍，如何
让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改革和中央
相协调、相统一，是一个重要问题。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提

升，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来说，应该如何
应对？“食品行业企业也应该积极推进供
给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夯实基础，重心
前移。就是从农业原料出发，提升质量，
这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当然，提升安全保
障至关重要。”罗云波说。

食品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影响极其深
远。“三聚氰胺事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
例。很多人处于对国产奶粉安全性的顾
虑，至今选择从国外购买奶粉。罗云波认
为，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是企业要吸取
教训，严把产品安全质量关。此外，中国
企业在应对危机时应该更加团结，不能互
相诋毁拆台。“应当说，各个企业对奶粉质
量都很重视，近些年我国的奶粉质量提升
很多。也有很多消费者逐渐购买国产奶
粉，但要彻底消除事件带来的影响，让公
众完全信任国产奶粉，是一个更加长久的
过程。”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罗云波：

地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紧跟改革步伐
本报记者 袁 勇

食品安全大数据显示——

奶粉为公众最关注品类

本报北京 6 月 14 日讯 记
者郭静原报道：中国记协今日在
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向全
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发出倡议：以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坚持正确的舆
论导向，做食品安全工作的科学
传播者、真实记录者和公平正义
的守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高善罡
呼吁，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应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服务食品安全
工作大局，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
于保障食品安全质量、提升食品
安全水平的决策部署，充分反映
各地各部门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的
进展成效，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为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工作创
造良好舆论环境；坚持新闻真实
性原则，自觉抵制虚假新闻，不凭
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断采写新闻，
不为追求轰动效应故意扭曲新闻
事实。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确保
食品安全领域的新闻报道全面、
准确、客观、公正；秉持崇高的职
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者良好形
象，切实加强和改进食品安全领
域的舆论监督，坚持科学监督、依
法监督、建设性监督，注重舆论监
督的社会效果。积极稳妥引导社
会热点，及时解疑释惑，引导心理
预期，为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
构建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做出新的
贡献。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