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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习近平强调，中新要牢牢把握两

国友好大方向，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新关系，确保航
向不偏、动力不减。要筑牢中新友好
政治基础，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以更高水平政治互信服务两国
关系发展。中方欢迎新方继续深度融
入中国发展，双方要深入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
展、人工智能等领域标志性成果，推动
重大项目提质升级，续写高质量合作
新篇章。要鼓励两国人民常来常往，

深化人文交流合作，让中新友好更加
深入人心。中方始终认为，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世界不能重拾霸权主义，不能被拖回
丛林法则。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站在
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共
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走向和
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黄循财表示，新中友好源远流长，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关
系稳定发展，合作密切。新加坡历任
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

我连任后出访的首个东盟以外国家。
新加坡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
对“台独”。在两国共同庆祝建交35
周年之际，新方愿充分运用中国繁荣
发展带来的机遇，扩大双边贸易、投资
规模，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
源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
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面对动荡的国
际形势，新方愿同中方密切在区域和
多边平台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和国际秩序，相信中国一定会为世
界和平发挥更重要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

6月25日是第35个全国土地日，

宣传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

红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

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面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压力更

大、任务更重的形势，必须切实加强耕

地保护，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形成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的共识和行

动。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硬措

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

总量持续下滑的趋势。2023年度全国

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面

积19.29亿亩。从布局变化看，持续

多年的耕地“南减北增”开始转为“南

北双增”，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耕地净增

加210.5万亩。从坡度变化看，园林

地“上山”、耕地“下山”趋势初步呈现，

全国坡度25度以上的坡耕地净减少

132.19 万亩，2 度以下耕地净增加

714.7万亩。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均耕

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

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发

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仍将不可避免占

用部分耕地。耕地撂荒也不同程度存

在，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稳固。

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一些地方

水土流失、地下水超采、土壤退化、农

业面源污染加重。新时代新征程上，

耕地保护任务依然艰巨，需要高度重

视并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的关系。

为此，要对标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继续完善耕地

保护制度体系。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我

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全国国土空间

规划纲要（2021—2035年）》已编制完

成并落地落图，明确了各地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省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守好18亿

亩耕地红线，有关部门要严格考核问

责，不能含糊。

推进耕地占补平衡改革。耕地减

少主要由非农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

整等多因素造成。针对耕地后备资源

匮乏，靠未利用地开发补充耕地难以

为继的问题，我国及时改革耕地占补

平衡管理制度，将非农建设、造林种

树、种果种茶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

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要继续全

面构建国家管总量、省级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占补平衡落实机制。

继续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自然资源部

等部门已研究起草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管理办法，将以永久基本农田

布局优化为目标建立优进劣出的管理

机制，推进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

片，逐步提高优质耕地比例。加快耕

地质量保护立法，实施黑土地保护工

程等。

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积极性。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一个重要原因

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收益相对偏

低。要继续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

制。推动现代化集约化农业发展，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粮

食种植收益。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

平衡区耕地保护合力。（经济日报）

完 善 耕 地 保 护 制 度 体 系

民以食为天，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
桌的每一道防线，关系到14亿多人

“舌尖上的安全”。6月24日，食品安
全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拟就解决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和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监管问题作出相
关规定。

急用先行，小幅调整
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施行，

曾于2015年进行全面修订，于2018
年、2021年进行两次修正，对规范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保障食品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
化，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面临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局长罗文在作草案说明时表示，液态
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问题和婴幼儿配方
液态乳监管问题当前尤为突出，急需
通过修法加以解决。

“因此，有必要按照急用先行原
则，抓紧先对食品安全法进行小幅修
改，集中解决上述突出问题。”罗文表
示。

据介绍，修正草案采取“小切口”
模式修法，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监管
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坚决守牢
食品安全底线前提下，合理规定许可
适用范围，避免过度加重企业负担；
与此同时，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惩处
违法行为。

拟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加强监管

去年，媒体曝光“罐车运输食用植
物油乱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罗文

表示，相关乱象“暴露出液态食品道路
散装运输环节存在监管漏洞，特别是
缺乏准入监管，导致准入门槛较低，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偏轻”。

目前，全国有1.6万多辆罐车从事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食品安全隐
患大，急需加强规范管理，补齐监管短
板。今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实
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度，加强
食品运输全过程监管。

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提出对重点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加强监管——

实行许可制度。规定道路运输经
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当
具备相应条件，依照规定的程序取得
准运证明。

明确发货方、收货方、承运的道路
运输经营者的义务。发货方应当查验
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准运证明，
核验运输容器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
的要求；收货方应当查验准运证明、运
输记录，核验运输容器铅封是否完整；
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洗，
严禁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变造、篡改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
证等单据。

明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点液态
食品目录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
输的具体管理规定。重点液态食品目

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将纳入注册管

理
据罗文介绍，食品安全法2015年

全面修订时，国内市场主要消费的是
婴幼儿配方乳粉，对婴幼儿配方液态
乳基本没有需求，国内也没有企业生
产此类产品，因此仅对婴幼儿配方乳
粉实行注册管理。

“近年来，国内市场对婴幼儿配方
液态乳需求不断增长，主要是购买进
口产品。与婴幼儿配方乳粉相比，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在品质控制方面风险
更高。目前部分国内企业已开始研发
和试制婴幼儿配方液态乳产品，迫切
期待明确监管要求。”罗文表示，从加
强进口产品管理，使国内企业有章可
循，确保婴幼儿配方液态乳产品品质
和安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着眼，应
尽早将其纳入注册管理。

为此，修正草案拟将婴幼儿配方
液态乳纳入注册管理，规定生产企业
应当按照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
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违法生产须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此外，草案还明确规定严厉惩处
有关违法行为。对未经许可从事重点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违法行为设
定严格的法律责任，责令停止重点液
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经营，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同时，加大对未按要求进行食
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最高将被并处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吊销许可证。 （光明日报）

拟加强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监管

食 品 安 全 法 将 迎 修 改

分类信息
遗 失 声 明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信访投诉受理服务中心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210921MB1H00585H）副本遗失，法定代表人：
齐苏,有效期：自2021年04月26日至2026年04月
26日，声明作废。

·广告·

遗 失 声 明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总工会遗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蒙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2291000813403，账号：293477186742，声明作
废。

夏季高温潮湿，为了防止食物变质或冰
镇解暑，人们更多地选择将其放在冰箱里。
冰箱里的食物怎样妥善保存、安全食用？记
者采访了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病科副主
任医师赵长普。

各类蔬菜有不同的储藏温度需求，需根
据种类分别冷藏或存放于阴凉通风处。赵
长普介绍，为了防止绿叶蔬菜被冻伤，应将
其包好后再放入冰箱，并确保远离内壁，这
类蔬菜的储存时间建议不超过3天。豆角、
茄子、番茄和青椒等蔬菜可以在较低温度下
保存4至5天。土豆、胡萝卜、洋葱、白萝卜
和白菜等蔬菜，既可以在冰箱中长期储存，
也可以存放在家中阴凉通风的地方。

鲜牛奶特别是巴氏奶，保质期相对较
短，通常仅有一周左右，开盖后应尽快饮
用。如未能饮用完毕，可将其密封后冷藏，
但只能短暂延长保质期，开盖后最好一天内
喝完。

水果放入冰箱冷藏前，建议不要清洗。
为防止水分蒸发，可以先用纸袋包裹。若使
用塑料袋，需扎些小孔以确保通气，避免水
果蒸发的水分成为微生物滋生的温床。

为了解暑，很多人习惯把冰镇过的食物
拿出来直接吃。这样吃是否安全健康？

赵长普讲述了一个病例：患者从冰箱里
拿出隔夜西瓜，觉得没有明显变味，但为了
安全起见把外面的一层削掉只吃中间的西
瓜芯。他吃完后开始出现腹痛、腹胀、腹部
下坠等不适感，就服用泻药试图把有问题的
西瓜排出体外。服用泻药后，他腹泻次数非
常多，直到口干、乏力、头晕、体温偏高，便到
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不是简单的胃肠
炎，而是因为拉肚子太严重，脱水后造成了
急性肾功能衰竭。”赵长普说，切开的西瓜放
置在冰箱的时间越短越好，最好不超过两小
时，绝对不能过夜，避免滋生大量细菌。

赵长普建议，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
直接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可以放一会
儿再吃，以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

还有人在大汗淋漓时会吃冰棍来快速
解暑降温，这其实非常不利于健康。赵长
普说，此时身体正在调节、降低体温，形成
外寒，容易造成外邪犯胃；如果再吃冰镇食
物，就会造成内寒，对胃部来说，可谓是雪
上加霜。 （人民日报）

冰箱冷藏食物怎样保存并食用

推进安全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