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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公布

12月1日起施行
市场监管总局7月22公

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016 年 1 月 5 日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行为，保障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强化市场开办者和

销售者食品安全责任，规定

市场开办者履行入场销售者

登记建档、签订协议、入场查

验等管理义务和销售者履行

进货查验、定期检查、标示信

息等主体责任；明确了地方

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

门的案件通报和移送制度，

细化了具体通报情形。

将承诺达标合格证列为

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的有效

凭证之一，并鼓励优先采购

带证的食用农产品；同时明

确提出在严格执行食品安全

标准的基础上，鼓励食用农

产品销售企业通过应用推荐

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

团体标准等促进食用农产品

高质量发展。

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生

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明确

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

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

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

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

商品的感官认知。另外明确

鲜切果蔬等即食食用农产品

应做好食品安全防护，防止

交叉污染。此外，结合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以个体散户

为主的突出特点，按照“警示

为主，拒不改正再处罚”的基

本原则设置法律责任，将部

分条款的罚款起点适度下

调。 （据央视网）

7月 2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总农

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等

介绍2023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

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问题。

乡村产业持续壮大
科技装备支撑不断增强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狠抓

生产保供给，巩固成果守底线，统

筹协调促振兴，多措并举增收入，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曾衍德介绍，总的看，上半年

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提

供有力支撑。

夏粮获得丰收，全年粮食生

产基础较好。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今年夏粮产量2923亿斤，比

上年减25.5亿斤，下降0.9%，产

量居历史第二高位，仍是丰收

季。早稻丰收在望，预计早稻面

积7100万亩以上，目前收获已过

七成，呈增产趋势。秋粮作物长

势正常，秋粮面积稳中略增，长势

与常年大体相当。大豆面积小幅

增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

积扩大到2000万亩、比上年增加

500万亩。冬油菜面积增加较多，

产量创历史新高。

科技装备支撑不断增强，农

业现代化稳步发展。上半年建成

高标准农田约3663万亩，建成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约838万亩。加

快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国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进入收尾阶段，农

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乡村产业持续壮大，农民就

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6月全国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2%，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4.2%、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

建设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农

业产业强镇，更多农民实现就近就

地就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51元，实际增长7.2%，高于城

镇居民2.5个百分点。

秋粮最终能否实现好收成
关键还在防灾减灾

“夏粮遭遇多年不遇的‘烂场

雨’，再获丰收实属不易，经过艰

辛努力，这个结果是抢回来的，是

夺回来的。”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理司司长潘文博说，这些年来，我

国小麦年际间产需是平衡有余

的，特别是前4年我们小麦连续增

产，2019年增43亿斤、2020年增

15亿斤、2021年增54亿斤，2022

年增 16 亿斤，目前小麦库存充

裕，可满足近一年的消费，小麦市

场价格基本稳定。

今夏，黄淮海部分地区遭遇

多年不遇的“烂场雨”，北方多地

出现破纪录高温，农业气象灾害呈

现多点散发、多灾并发的特征。据

农情调度，今年以来，全国农作物

累计受灾面积6310万亩，同比增

800多万亩。根据农业农村部和

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下半年农业灾

害将呈现极端天气、旱涝并重、复

杂严峻的特点。农业农村部将继

续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未

雨绸缪、主动应对，加强灾情监测

调度，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关键在秋

粮。“目前秋粮生产形势基本正

常，但是最终能否实现好收成，关

键还在防灾减灾。”潘文博说，农

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应急管理

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要

求全力以赴打好抗灾夺秋粮丰收

这场硬仗，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

4部门对此作了进一步部署

安排，重点抓好以下几件事：落实

晚稻和晚秋作物面积；落实防灾

减灾措施；落实大面积提单产措

施；落实精细指导服务。

（据《人民日报》）

本报吐鲁番讯（王菲）7月18日，“奋进新

征程——全国科技报系统科技新闻工作者重走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之路”主题党日活动在

新疆吐鲁番市举行。来自全国30余家科技报

刊社、科技传媒集团、科技新媒体机构的40余

名科技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活动。

2022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吐鲁番

市先后考察了葡萄沟、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

新城西门村、交河故城，了解当地发展特色产

业、推进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葡萄沟，察看吐鲁番特色

水果展示，了解当地发展葡萄特色产业、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强调，吐鲁番美丽富饶、

瓜果飘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要正确处理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富民产业。

在葡萄沟，广大科技新闻工作者重走习近平

总书记走过的路，重温领袖教导，感悟领袖精神，

看着眼前一串串翠绿的葡萄挂在藤蔓上，看着一

件件传统手工地毯编织、桑皮纸制作、烙画等多

种非遗技艺……一阵阵发自内心的感动涌上心

头，使大家感慨万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巩固拓展好

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殷殷重托，念兹在兹。大家纷纷表示，通过

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新疆之路，深入感悟

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了认识、锤炼了党性。大家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不负时代机遇、不负

青春韶华，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自觉地树牢中华民族

历史观，铸牢中国心、中华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科技新闻宣传工作，为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建设科技强国贡献科技传媒力量。

同时，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之路，也让全国

各地的科技新闻工作者看到了新疆人民的美好生活，看到人

们共享文化繁荣成果，看到新疆处处洋溢着和谐、稳定、繁荣

的景象，他们表示要把亲眼看见的新疆分享给更多人，希望

能有更多朋友来新疆，赏美景，品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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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讯（农业科技

报记者 贺辉）7月17日至18日，

第36届（2022年度）全国科技报

系统优秀作品大赛在新疆乌鲁木

齐市举行。

本次大赛，共收到全国科技

报刊社、科技新媒体机构等报送

的消息、通讯、言论、专栏、科普文

章、标题、照片、科普挂图、版面、

新媒体作品279件，全国30余家

科技报刊社、科技传媒集团、科技

新媒体机构的40余位社长、总编

及评委参与大赛作品评选。

经作者推荐、单位初评、专家

评审，共有102件优秀作品脱颖

而出，其中一等奖27件、二等奖

33件、三等奖34件、好标题8件。

评委们一致认为，本届获奖

作品突出科技创新，贴近百姓生

活，坚持了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了

社会正能量，展现了党的二十大

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国科技事业发生的新变

化，取得的新成绩。全面反映了

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精神风貌和在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果。

同时，获奖作品形式、体载多种多

样，很有冲击性和时代感，推动了

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据悉，全国科技报系统优秀

作品大赛自1987年首次举办，已

成功举办36年，经过几代科技报

系统的新闻工作者坚持不懈，逐

渐成为全国科技报系统中极具影

响力的品牌活动。本次优秀作品

大赛让全国科技报系统的多位代

表齐聚一堂，共话共谋、共商共议

科普宣传事业发展新路径。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进行

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各地报社转

企改制的经验以及融媒体发展中

存在的困境和积累的经验，研究

探讨发展路径。代表们纷纷表

示，如今科技媒体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存，提升从业人才素质十分

重要，科技报作为专业媒体，要发

挥专业优势，紧跟时代需求，探索

发展新路子，做好科普大文章，取

得更大新成绩。

本届优秀作品大赛活动由中

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中国科技

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新疆科技

报社承办。

第36届全国科技报系统优秀作品揭晓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