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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食品安全
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重点检查8方
面内容，其中包括网络餐饮、校园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预制菜、食品添加剂使
用等当前食品安全治理中的重难点问题。

记者了解到，这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实
施以来的第四次执法检查。我国现行食品
安全法被誉为“史上最严”，于2009年颁
布实施，并于 2015 年进行了全面修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9 年、2011 年和
2016 年分别开展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
查。通过执法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
全”，抓住影响法律实施和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对症下药，加强整改，体现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
关注和对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高度重
视。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
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由最初的 14 个
扩充到现在的 24 个。通过食品安全综合
协调机制，各层级成员单位定期会商、互
通信息、联合执法。

贯彻“四个最严”要求，坚决守住食

品安全底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是如何在
法治引领下，实现依法监管和科学治理
的？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说，食品安全覆盖从农
田到餐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每一
个环节，涉及不同主体、不同责任。从食
品安全法治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各主体的
各司其职，还是主体间的横向协同或纵向
联动，都设有配套的制度。例如，食用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障需要农业农村部门与
市场监管部门分别做好产地准出、市场准
入的食品安全工作。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
我国已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监督
抽检、风险监测、评价性抽检三类食品安
全抽检体系，涵盖了全部食品大类。

市场监管系统在日常监督检查全覆盖
的基础上，对问题线索企业实行飞行检
查、对重点企业实行体系检查、对高风险
企业实行重点检查。近5年累计完成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 3332 万批次，累计下架、
封存、召回不合格食品2.3万吨。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原料污
染、知假造假、欺骗误导消费等为重点，
组织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食用植物油突出问题排查整治，
着力解决食用植物油掺杂掺假、以次充
好、标签虚假标注、交付装卸运输不规范
等突出问题，开展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突出问题整治。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食
用农产品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连续 10 年
稳 定 在 97% 以 上 ， 2024 年 首 次 达 到
98%，今年一季度达到98.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深入推进产地
准出分类监管、质量安全追溯等制度创新
和落实，着力补齐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
配套检测方法，加快推动产地环境治理和
传统生产方式改造。

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中暴露出来的
问题，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

记者了解到，食品安全法将学校作为
重点场所，将学生作为重点人群，设置专
门条款作出规定，通过刚性约束保障校园
食品安全。

我国对校园食品安全曾开展过多轮专
项整治。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小学食堂

“ 互 联 网 + 明 厨 亮 灶 ” 覆 盖 率 提 高 至
98.5%，70.1%的中小学校食堂实行大宗
食材集中采购，57.3%的中小学校建立食
材采购、进货查验等食材监管平台。

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市场
监管总局制定《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
收管理工作指引》。强化责任督学每月进
校督导监督制度化、长效化，持续督促学
校加强问题整改，逐项过关。强化家长监
督，推动中小学校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
会全覆盖。督促每所中小学校每学期开展
一次食品安全师生满意度测评。

国务院食安委专家组成员苏婧表示，
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将有助
于推动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
度，聚焦社会关切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开
展集中治理，坚持依法行政、监管为民，
并推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提升我国
食品安全法治保障水平，切实守护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聚焦“舌尖上的安全” 以法治强化食品安全治理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5月13日拍摄的西康高铁秦岭九天
山隧道（无人机照片）。

5月13日，由西成客专陕西公司建
设、中铁七局承建的西康高铁秦岭九天
山隧道顺利贯通，这标志着西康高铁全
线20座隧道全部贯通。

穿越秦岭山脉的西康高铁，新建正
线全长 171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
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方便沿线居民
出行，对陕南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西康高铁全线
20座隧道全部贯通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 古一平） 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12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2024年度秋
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累计收购秋粮3.45亿吨，为近年来较高
水平。

分品种看，中晚籼稻收购6000 万吨、粳稻4500 万吨、玉
米2.27亿吨、大豆1300万吨。

秋粮上市后，国家有关部门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
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强化预期引导，多措并举畅通农民售粮渠
道，秋粮收购市场活跃、进度较快、价格回升向好。

我国秋粮收购主要包括中晚稻、玉米和大豆，旺季收购期从
当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到来年的4月底结束。秋粮收购占全年粮
食收购量的四分之三左右，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是全年粮
食收购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新季夏粮上市在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
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一手抓市场化收购，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一
手抓政策性收储，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
平。”

2024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达3.45亿吨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记者12
日从商务部获悉，自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累计补
贴申请量已突破1000万份。

数据显示，截至5月11日，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
达 322.5 万份，其中汽车报废更新 103.5 万份，置换更新 219 万
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效促进消费增长、绿色转型和资源循环。

具体来看，汽车消费持续回升。1至4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量
691.8万辆，同比增长9%。据商务大数据监测，4月份重点监测零
售企业汽车类销售额同比增长1.9%。

绿色智能消费新品备受青睐。2025 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
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 53%。1 至 4 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零售
334.2万辆，同比增长37%，市场渗透率达48.4%，比2024年全年
提升0.8个百分点。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不断提高。1 至 4 月，报废汽车回收量
276.7万辆，同比增长65%。

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克里姆林宫灯光璀璨，莫斯科红场旌
旗漫卷，《喀秋莎》 婉转悠扬……国家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
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
典。国际社会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
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全面
提升中俄关系的高度、维度、韧度，为动
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发出坚决维护战
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时
代强音，彰显携手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
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坚定决心；践
行大国担当，凝聚最广泛国际共识，为人
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汹涌波涛中的磐石”

欢迎仪式、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
谈、签字和合作文本交换仪式、共见记
者、欢迎宴会、一对一茶叙……习近平主
席此访与普京总统近 10 小时的交流沟
通，彰显两国元首的深厚互信和诚挚友
谊。

“两国元首的密切互动体现俄中关系
的深度与广度。”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
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全程关注了习
近平主席的访问。他认为，两国元首的战
略引领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注入力量，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发展。

访问期间，中俄元首共同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
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为下阶段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
略指引；见证中俄双方交换 20 多份双边
合作文本，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
能。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国与
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奥莉加·米古诺娃
深入研读了中俄此次发表的系列成果文
件。她说，在两国元首把舵领航下，俄中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拓展，
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越来越密
切。“实践证明，两国是相互成就的好伙
伴。双方高质量互利合作不仅助力各自发
展振兴，也有力助推全球发展。”

“中俄两国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前进

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挺膺担当，全
面协作，为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俄中关系
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不针
对第三方，不受一时一事影响”……此访
中俄元首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推动国际社会
稳定进步、维护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再
次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
席鲍里斯·季托夫用“汹涌波涛中的磐
石”形容俄中关系。他说，习近平主席在
访问中指出两国要“风雨同渡、关山共
越”，向世界传递出两国携手稳健前行的
信号，“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俄中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和坚韧性应对各种外部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观察人士对于中俄关系
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尤为关注。埃及国际
关系和政治事务专家艾哈迈德·马希尔·
阿博-贾巴勒指出，中俄坚持战略协作，
不断强化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
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这对于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
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和平与未来”

雄壮的乐曲激昂嘹亮，上万名军人组
成的受阅方阵步伐铿锵……9日，习近平
主席和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
领导人在莫斯科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
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同俄罗斯和各国人
民一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开创未来。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金融市场委
员会主席阿纳托利·阿克萨科夫曾多次作
为俄政府代表团成员到访中国。他在红场
庆典现场说，军容严整、士气高昂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给自己留下深
刻印象。“阅兵式仿佛把人们带回苏中人
民并肩奋战、抗击法西斯的峥嵘岁月。习
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庆典意义重大，表明中
俄铭记深厚情谊、共护公平正义的决心。”

“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坚定捍卫国
际 公 平 正 义 ”“ 坚 决 维 护 战 后 国 际 秩
序”……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
秘书长钦貌佐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
间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二战给世界
带来深重苦难，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

未来。”他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弘扬
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凸显中国守护历史真相与二战胜利成果的
坚定意志，“这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美好
的未来，为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树
立了榜样”。

诞生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寄托着人
类永不再战的理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
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维
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俄发表关于全
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关于进一步加强
合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

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
务书记阿列克谢·阿夫多宁看来，这彰显
中国携手国际社会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
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烈意愿。“联
合国在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国始终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引领世
界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始终将守护国际公平正义视为
己任。”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阿德希尔·
卡文斯对中国言必行、行必果的担当作为
深有感触。他说，中国持续在联合国等多
边平台发出正义之声，坚持以政治手段解
决争端分歧，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作出了有目
共睹的巨大贡献”。

“传递了勇气和信心”

“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
握，全球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多国人士认为，在单边主义、霸权霸
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的当下，在团结还是
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人
类发展十字路口前，习近平主席此次俄罗
斯之行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在动荡世界中发
挥稳定和建设性作用的大国担当。

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习近平主席此访
体现“中国对真正多边主义的践行和维
护”；巴西伯南布哥州记协主席穆希奥·
阿吉亚尔评价，此访“为团结各方共同应
对霸权主义逆流注入力量”；科特迪瓦

《阿比让外交报》 出版总监穆罕默德·孔
波雷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俄罗斯之行“向

广大南方国家传递了勇气和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间广泛接触出席

庆典的各国政要，同来自三个大洲的多位
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就坚定相互支
持、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强权霸道凝聚起
广泛共识——

中国和俄罗斯要团结全球南方，坚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正确
方向；中国和缅甸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
正当权益；中方坚定支持古巴和委内瑞拉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部干
涉；中欧要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维护
经济全球化成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
和国际经贸秩序……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
理念和主张掷地有声，向世界再次展示了
中国负责任、敢担当、可信赖的大国形
象。塔吉克斯坦阿萨尔传媒网总编辑阿努
舍尔翁·拉苏洛夫说，习近平主席俄罗斯
之行的相关报道受到当地读者高度关注，
他对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要公道，不要
霸道”的论述尤为印象深刻。他说，个别
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丛林法则，让国际社
会尤其是中小国家深受其害，“令人鼓舞
的是中国坚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球治理体系，伸张公平正义”。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间多次强调“推
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
心理事长许庆琦说，这一论述契合绝大多
数国家对于公平正义的共同期待，道出在
多极化趋势下国际社会追求合作共赢的普
遍愿望。

多名专家关注到，在此访期间多国领
导人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愿与中方携手
应对挑战、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习近平主席此访传递出一个重要信
念：中国倡导合作而非对抗、强调共赢而
非零和，这引发各国强烈共鸣。”法国中
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习近平
主席此访是中国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又
一次重大实践，为建设更加公平、包容的
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参与记
者：黄河 赵冰 江宥林 赵宇 陈汀
安晓萌 唐霁 董修竹 毛鹏飞 林晶
张健 张东强 蒋彪 赵焱 田睿 王丽
丽 石中玉）（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在动荡世界中为人类前途命运挺膺担当
新华社记者 阚静文 刘品然 柳丝

新华社西安5月13日电 （记者 付瑞霞） 记者 5 月 13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该院研制的140 吨级重复使
用液氧甲烷发动机于 4 月 26 日首次进行整机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

140 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将在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及大运力火箭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研发
团队打破传统研制壁垒，以数字化手段高速迭代方案设计，在设
计仿真全覆盖的基础上采用组件联合仿真分析，短时间内突破了
多项关键技术。该发动机从方案论证到整机试车，仅用时 7 个
月。

我国140吨级重复使用
液氧甲烷发动机首次整机试验成功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戴小河）中国石化13日宣
布，旗下中原油田部署在四川盆地普光地区的铁北1侧HF井垂深
超过5300米，试产获高产工业气流，该井刷新了我国页岩气井垂
深纪录，助力四川盆地超深层页岩气开发。

普光气田是我国首个实现规模开发的特大型深层高含硫气
田，已高效开发20年。为实现长期稳产目标，中国石化不断寻找
新的资源补充，将目光锁定到普光二叠系。普光探区二叠系超深
层页岩气资源量丰富，但大都分布在埋深超过4500米的超深领
域，追踪难度极大，被业界视为“深地禁区”。

针对铁北1侧HF井超深层页岩气藏存在的地层压力高、应力
差大及灰岩夹层多等难点，攻关团队应用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
175兆帕超高压压裂装备，采用超高压高排量穿层扩缝等改造模
式，在地下5300米的高压地层中开辟出纵横交错的“人造气路”。

中原油田首席专家彭君表示，目前中原油田着手编制普光探
区二叠系页岩气整体勘探开发方案，推动实现资源高效转化。同
时，随着超深层地质评价、物探技术和压裂工艺的持续升级，将进
一步提升普光地区勘探开发效率，让“深地禁区”加速转变成为“能
源粮仓”。

中国石化刷新我国页岩气井垂深纪录

新华社合肥5月13日电 （记者 马姝瑞） 随着淮河流域
即将全面进入汛期，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正全面展开。淮河防
总常务副总指挥、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杨锋 13 日表示，
淮河流域将进一步做细做实各项防汛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防
汛抗旱安全。

杨锋在当天举行的淮河防总2025年工作会议上表示，淮河
流域各地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摸清风险隐患底数；落实在
建水利工程和涉河建设项目安全度汛责任及应急防范措施，确保
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推进“四预”能力建设，不断补充完善淮河
流域防洪“四预”平台；落实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度汛责任，做
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做好蓄滞洪区建设管理和运用准备，确保
关键时刻“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以伏牛山、桐
柏山、大别山和沂蒙山等山洪灾害易发区域为重点，关注防范化
解山洪灾害风险；全面推进工程联合调度，全力保障城乡供水安
全，强化信息报送和宣传等工作。

今年以来，淮河流域降水量偏少 20%，为 2020 年以来最
少。截至5月11日，流域西北部和里下河部分地区有中等以上
气象干旱。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淮河流域气候状况偏差，
暴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偏重。

淮河防总部署2025年防汛重点工作

新华社西昌5月13日电 （李国利 崔婉莹）5月13日2时
0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九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九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
通信技术验证。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75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九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