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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
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
见》，国务院食安办4月9日会同公安
部等部门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意
见相关情况及管理新举措进行解读。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断
提升监管执法效能，食品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但和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相比，食品安全工作还存
在差距，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
全事件，暴露出协同机制不健全、全
链条监管存在缝隙漏洞等问题。

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市场监管
总局副局长柳军说，意见找准从农田
到餐桌全链条监管中存在的8个薄弱
环节，对应提出加强协同协作协调的
21项具体措施，进一步理清了各部门
食品安全责任，填补了全链条监管中
的空白缝隙，拓展了经营主体监管范
畴，完善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增
强了食品安全的监管效能。

以更严标准和更完备制度保障
食品运输安全

总结近年来各部门监管实践中
好的经验做法，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创新举措，强化了食品安全
监管的顶层制度安排。

比如，为防止运输过程中食品受
到污染，意见建立了散装液态食品运
输准运制度，明确了运输散装液态食
品车辆的食品安全准入条件和技术
标准，核发食品准运证明，确保专车
专用；制定运输电子联单管理制度，
加强交付、装卸、运输管理和运输工
具的日常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散装液
态食品运输过程污染风险问题。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王绣春说，将加快建立食品运输协同
监管机制，以更严标准和更完备的制
度来保障食品运输安全。一方面，持
续提高货车技术水平，加快发展智能
化、厢式化、清洁化的货运车辆，为相
关部门明确运输散装液态食品的准
入条件和技术标准提供装备保障；另
一方面，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实行运输
准运制度的散装液态食品重点品种
目录，为实施专车专用提供基础保
障；此外，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制定运

输电子联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对食
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发货方、承运
方、收货方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食
品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

又如，为加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食品的安全监管，建立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食品负面清单，将明令暂停进口
的疫区食品，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
全风险启动应急处置的食品等列入
负面清单，并进行实时调整。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
长李劲松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完
善进口食品贮存环节安全责任和要
求，强化监督管理；配合建立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食品负面清单，强化对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的风险防控，进
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监
管制度。

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证出证
管理和进货查验

意见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共享、通
报协查、联动处置、双向衔接等工作
机制，推动实现多部门综合治理，有
效避免出现监管漏洞和盲区。

比如，为完善食用农产品协同监
管，意见要求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做好食用农产
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和市场
准入衔接，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证
出证管理和进货查验。又如，为及时
防控进口食品风险，意见进一步完善
了进口食品相关部门的联防联控机
制，对境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
对我国造成影响，或者在进口食品中
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要求各级
海关、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农业农村
部门等及时通报、处置和反馈。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司副司长方晓华表示，一方面，将
试行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制度，加强与
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在入市环节
实行差异化准入；另一方面，用好承
诺达标合格证，与市场监管部门一道
推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严格查验
把关，有证的快速入市，无证的进行
检测，合格才能进入市场销售；此外，
要“下狠手”整治抽检合格率偏低品
种，从严查办违法使用禁用药物行

为，严格管控常规药物残留超标。
将食品贮存、配送等环节主体全

部纳入监管
进一步拓展主体监管范畴，在传

统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之外，意见将
贮存、配送等环节的主体全部纳入监
管，实现主体全覆盖、过程全管控。

比如，针对食品贮存过程中责任
不清、风险管控不到位的问题，意见
明确要求食品贮存主体应建立完善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证必备的贮存
条件，实施全过程记录，严格风险管
控，同时要求贮存委托方应对受托方
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又
如，针对网络销售、寄递食品安全等
问题，明确将网络交易各主体及邮政
企业、快递企业等纳入监管范畴。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协调司
司长司光介绍，随着大众生活方式
和消费观念的转变，食品寄递与网
络订餐已成为百姓生活的高频场
景。意见首次将寄递配送纳入食品
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强化食品寄
递安全管理，加强网络订餐配送安
全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寄递配送各
主体，以及行业管理部门、综合监管
部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以制度创新
回应民生关切。

意见还强化重点治理。比如，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教育部门要会
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建
立健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全过程管
理制度。又如，针对快速发展的网络
订餐配送，意见明确要求市场监管部
门要督促网络订餐平台，以及平台里
的餐饮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规定的义务，落实网络订餐配送环
节的食品安全责任。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磊表示，将紧盯
意见强调的食用农产品、肉制品、校
园食品以及境外疫区食品等重点领
域，聚焦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食品
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网络直播带货、
网络订餐等重点环节，构建全链条打
击食品安全犯罪新机制。

（人民日报）

找准8个薄弱环节，提出21项具体措施

填 补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漏 洞
让 歪 风 邪 气 没 有 市 场

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

动员令。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要以此为契

机，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扫除其滋

生蔓延的社会文化土壤，筑牢自觉抵制的

思想防线，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近年

来，一些“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冒头，形式

主义花样翻新，违规吃喝隐蔽化、收受礼品

远程化等新手段浮现。新现象背后仍是作

风问题，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要

将此次学习教育当成一次政治体检，大病

动手术、平时重预防，实现作风建设“防”与

“治”的辩证统一。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要露头

就打。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要

防微杜渐，坚决纠治作风问题，推进风腐同

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

同根同源。堵住蚁穴、打好补丁，下好整治

歪风邪气的先手棋，打好治未病的主动仗，

才能防止从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堵住

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传导通道。

在刹住歪风邪气上不能有“疲劳期”，

要反复敲打。诸多隐形变异新动向说明，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会好

转，松一松就会反弹，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

成效而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要

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新表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特权思

想、铺张浪费等，要精准施治、靶向治疗。

整治歪风邪气，重在风气养成，重在日

常教化。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

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建立严格、完善

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每一名党员干部

都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

关”，才能不断充盈新风正气，营造良好的

政治生态。

思想的清泉浸润人心，制度的齿轮精

密咬合，监督的铁腕雷霆出击，以清风吹散

歪风、正气驱走邪气，就能不断赢得群众支

持和信赖。 （新华网）

住房城乡建设部3月31日发布
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要求住宅
项目建设应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为目标，遵循“经济合理、安全耐久，
以人为本、健康舒适，因地制宜、绿色
低碳，科技赋能、智慧便利”的原则。

新版住宅国家标准出台，将给百
姓未来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带来哪些
改善？

规范提升了住宅空间标准，提高
了居住的舒适性。规范明确新建住
宅建筑的层高提升为“不低于3米”。

“规范将层高提升了20厘米，这
一调整考虑了我国居民身高增长的
趋势，能有效改善空间感受。”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建筑师曾宇表示。

提升20厘米，既改善空间高度，
也给室内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带来
提升，增加生活便利度的同时，增强
了功能灵活性，为多样化装修、技术
发展、生活需求变化提供更充足的条
件。

在居住环境方面，规范要求每套
住宅都有满足日照标准的房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
对安静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住宅
项目规范，在住宅隔声和噪声指标方
面，提高了住宅建筑卧室、起居室与

相邻房间之间墙、楼板的隔声性能要
求，提高了建筑外窗的隔声性能，并
规定了建筑设备，如电梯、水泵等传
播至卧室起居室内的建筑设备结构
噪声限值。

“规范对住宅声环境指标要求进
行了提升，能大幅减少噪声干扰问
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声学研究
室主任闫国军说，规范将楼板隔声性
能指标由“不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
大于65分贝”，有利于切实提升居住
品质，减少邻里干扰。

抵御严寒和酷暑是建筑的基本
功能，室内热环境质量是保证人体健
康舒适，提升居住满意度的关键性能
指标。规范从冬季保暖、夏季隔热，
以及建筑通风三方面对住宅建筑提
出基本性能要求，规定严寒和寒冷地
区的住宅建筑应设供暖设施，夏热冬
冷地区的住宅建筑应设供暖、空调设
施或预留安装位置。

此外，规范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
设置电梯。对于电梯配置标准的提
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朱显泽说，这能方便
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的出行需求，方
便普通居民日常出行和搬运重物，也
有利于医疗救护。目前，我国二三层

集合住宅很少，新规基本涵盖绝大多
数住宅建筑，可避免未来再面临加装
电梯的难题。

应对老龄化社会需求，规范系统
强化适老化设计，要求卫生间便器和
洗浴器旁应设扶手或预留安装条件；
要求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1个无
障碍公共出入口；提高了户门、卧室
门、厨房门和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要
求，方便搀扶老年人进出，或乘坐轮
椅进出。

在住宅安全性上，规范对燃气、
电气等多项标准进行了提升，提出住
宅建筑防雷措施，规定住宅建筑的通
信设施应采用光缆到户方式建设，要
求在住宅建筑的公共空间和电梯轿
厢内能随时接听和拨打手机。

“新规范以整体思维提升住宅品
质，以住宅项目整体为对象规定其规
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措施
等，有力支撑城镇住宅项目高质量发
展。”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
人说，我国住宅建设进入品质提升新
阶段，要不断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
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条
件的新期待。

（新华每日电讯）

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有哪些看点？

（上接一版）
走在水泉村平整的柏油路上，记者偶遇村

民白全福。他是村上农机服务公司的农机手，
这两天正忙着检修机车。“天气马上就要转暖
了，得把活儿干在前头。朱书记把我领上了

‘道’，可不能让他寒了心！”这个憨厚朴实的汉
子，去年通过打工、莳弄大田、饲养牲畜赚到了
不少钱。

张海宝接过话茬：“过去，咱村里没啥集体
收入，日子过得挺紧巴的。自打工作队驻村
以来，带来了新思想。朱书记更是为村里农机
服务公司发展忙前跑后的。目前，公司有3台

‘东方红’拖拉机和2台挖掘机。去年春耕、秋
收给村集体赚了近10万元钱……”

如今，水泉村养牛、养羊、养猪、养鸡的农
户是以前的3倍，村里的富户越来越多。还有
很多人琢磨着借助产业项目早日富起来。自
打工作队到来后，经多方努力，村民家家免费
接入了有线数字电视信号。茶余饭后，村民在
文化广场上健身时，说得最多的都是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致力于“口袋”和“脑袋”同富，朱旭东还用
活农家书屋资源，和村两委一起推行“党支部+
农家书屋＋N（管理、学习和活动）”新模式，设
立流动图书服务点，让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

“活起来”。“春耕备耕知识阅读”“一老一少共
阅读”等活动的扎实开展，使书屋成了家长安
心的“托儿所”、留守老人的“安享屋”。在朱旭
东的倡导下，村上还定期开展“五好家庭”“好
婆婆”“好媳妇”“文明卫生户”等评选活动，让
这个蒙古族聚居村落民风淳朴承传、时代新风
远播。

越来越长的北方白天，预示了春的到来。
张海宝说：“其实，朱书记帮助我们的事情还有很
多，说也说不完……”而在朱旭东的工作时序
表上，修村路、办文化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已经排得满满登登。 (张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