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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代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十

二五”以来，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社会

共治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也应清醒认识到，食品安全

治理“永远在路上”。未来一段时间，食品安全工作的

重点是建立健全治理体系，织就严密的“防护网”，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要紧

盯“田间地头”，综合治理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土壤重

金属污染、非法添加等问题，把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关。

此前，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朱有勇率领团队完成的

“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的意义不

止在得到一个奖，更重要的它对我国食品安全战略的

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朱有勇说，作物多样性控

制病虫害，是针对农田作物品种单一化病虫害爆发流

行，致使大幅度增加农药用量的难题研发的。科研团

队从生态角度，探明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

效应和关键因子，揭示了关键因子控制病虫害的机理，

创建了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关键技术。

朱有勇院士以一个浅显的例子，阐明了作物多

样性控制病虫害的主要原理。如在田间大面积单一

种植玉米或甘蔗，作物都容易得病。尤其是玉米钻

心虫，很难防治，让农民头疼不已。但要是把这两种

作物间种在一起，甘蔗所分泌的一种化合物，会吸引

钻心虫去甘蔗植株上产卵。但要知道，坚硬的甘蔗

皮，加上浑身是毛的蔗叶，对幼虫是个灾难，95%都

无法长成成虫；但换做玉米苗，90%的幼虫都可成为

成虫——这就是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原理，把握了作

物的异质机理，了解作物的空间结构合播种期时间

配置，“一物降一物”。

近年来，这项关键技术和应用得以大面积示范

推广。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以及东

北平原累计推广 3 亿余亩，不止减少了常见的稻瘟

病害，还降低了马铃薯晚疫病、玉米大小斑病、魔芋

软腐病、玉米螟等主要病虫害 42%至 62%，农药使用

减少一半以上，在解决作物品种单一化病虫害爆发

流行的难题上获得重大突破，成为国际上利用生物

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成功典范。“与国内外同类技术

相比，项目轻简化和生态化特色突出，可实施、易操

作、成本低，对促进食品安全战略的实施来说，其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朱有勇说。

食品安全治理“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科技黑

如何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丁磊寄希望于互

联网力量。“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守护人们的餐桌安全，

尽快推动食品、农产品追溯工作法制化进程，明确食

品、农产品溯源工作的主管单位、品种和时间表；吸收

发达国家“一步向前，一步向后”的先进经验，使溯源工

作有效贯穿整个食品生产链条、形成完整闭环，充分利

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形成智能化的追溯系统。

有行业管理人士指出，面对生产经营主体量大

面广、各类风险交织形势的下，食品安全管理的“人

海战术”打不赢，也打不起，必须依靠科技支撑，用科

技手段来提升监管水平，才能事半功倍，实现对食品

全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各地施行的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管理办法都规定了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一品一

码”的管理制度。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食品生产

经营环节参与者，都可通过一个食品追溯码，实现食

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来自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数据，“十二五”期间，我

国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检测、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安排

中央基建投资 184.5 亿元。食品监测覆盖范围不断

扩大，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哨点医院达 3883 家，食

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点达 2656 个。成立了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立了 100 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我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

系正逐步得以完善。

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广袤的东北平原，黑土地肥沃宽厚。这里年产

大米超过三千三百万吨，占据我国大米市场 25%的

份额。但水稻品种单一化，大面积种植增大了病虫

害的定向选择压力，加大了寄生适合度强的病虫数

量迅速扩增的风险。一旦病虫害爆发流行，就须大

幅度增加农药用量，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

潜在的隐患。

“通过推广普及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关键技

术，间种不同品种或品系的水稻，利用异质作物搭

配、群体空间结构差异和错峰时间配置的原理，可有

效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和发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有勇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这项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的成果，目前在全国累计应用面积已超过 3 亿

亩，减少农药用量 53.9%以上，促进农业增产 234.4

亿千克，增收 278.1亿元。“东北大米会越来越安全！”

朱有勇自信地说。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制定了食品全程控

制的原则，即严格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建立

健全覆盖全程的监管制度、覆盖所有食品类型的安全

标准、覆盖各类生产经营行为的良好操作规范，全面推

进食品安全监管法治化、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

未来，我国将加快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

种研发和推广，实施高毒、高残留农药替代行动，使

农业源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30%以上，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 97%以上。

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

手里的蔬菜会不会农残超标？米线里会不会

有吊白块？在云南省曲靖市滇东北农贸市场，杨

阿姨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菜篮子是否安全。“只

要拿着不放心的食品到快检车上测一下，就能晓

得结果啦！”

曲靖市麒麟区农产品安全中心主任李军介绍

说，这种快检车配置了多参数食品安全快速分析仪、

农药残留检测仪、食品添加剂检测仪、食用油检测仪

等，可对肉类及肉制品、米面油、蔬菜、水果等几十种

食品的农药残留、苏丹红、瘦肉精、甲醛、吊白块、二

氧化硫、亚硝酸盐、双氧水等 100项有毒物质进行快

速检测，大部分检测项目可在 15分钟内完成。

现代科技运用于食品生产领域的同时，一些技

术产品的非法应用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了威胁，农业

种植、养殖阶段的源头问题，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构

成的威胁，以及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都

需要新的检测手段加以阻断。

来自云南省食药监局的消息，2017 年，云南共

争取到中央及地方配套资金 1.58 亿元，推进国家县

级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配置项目落地，这是“十三

五”时期国家补助项目，云南也是唯一提前实现所有

县市区全覆盖的省份。此外，云南省还累计为 776

个乡镇监管所配备了快速检测箱、便携式计算机、传

真复印一体机、执法记录仪、便携式冰箱等设备。

2018年，还将再配备 100个乡镇，在这个西部边疆省

份实现乡镇监管机构监管执法、快速检测设施设备

全覆盖。

有害物质15分钟内快速检测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始终是食品安全始终是
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关注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九三学社中央
副主席副主席、、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接受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接受
采访时表示采访时表示：“：“我国农产品合格率在我国农产品合格率在
9090%%以上以上，，食品安全总体有保证食品安全总体有保证，，但但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非法添加非法添加、、重金属超标等重金属超标等
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部将农业部将
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坚持对坚持对
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零容忍’。”’。”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网易网易
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CEO丁磊也带来丁磊也带来
了一份关于了一份关于““完善溯源制度完善溯源制度，，构建食构建食
品安全长效机制品安全长效机制””的提案的提案。。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 年，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把群众最关切最烦心的事一件

一件解决好。

食品安全无疑是群众最关切最烦心事之一。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

到 2020年，食品安全治理能力、食品安全水平、食品

产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此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

君在通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时表示，2017 年，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共组织抽检了

23.33万批次样品，总体平均抽检合格率为 97.6%，比

2016 年和 2015 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抽检结果显

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中向好。居民日

常消费的粮、油、菜、肉、蛋、奶、水产品、水果等大宗

食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7.5%以上，突出的食品安

全问题逐步减少。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的“三聚氰

胺”，相关部门已连续 9年“零”检出；蛋制品中的“苏

丹红”，也连续 4年没有检出。

2018 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抽检监

测力度。全年全国计划抽检任务总量 135.05 万批

次。其中，国家组织抽检 25.55 万批次，省级组织抽

检 26.5万批次，市县两级组织食用农产品抽检 83万

批次。在不断提高问题发现率、处置率，提升抽检效

率和靶向监管水平的同时，对不合格产品和企业，以

“零容忍”的态度进行查处，努力为人民群众把好食

品安全关。

对不合格产品和企业“零容忍”

“不管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还是作

为一名‘农民院士’，我明显感受到食品安

全的形势正在好转，起码牛奶里检不到三

聚氰胺了，鸭蛋里检不到苏丹红了，昆明

市民每天的早点——米线里，也难觅吊白

块了。这都是通过多年实实在在的治理，

得到的结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有勇

产品线上，一箱箱大豆油排着队，经过喷码机，获得自己的“身份

证”——一个记录着所有生产环节信息的二维码，随即被传送带送入库

房码在托盘上。一辆叉车很快开过来，司机手持扫码枪，对着托盘一

扫，红光闪动，整个托盘里的 48 箱大豆油就获得了一个“户口本”——

批量二维码，这些信息也当场被实时传入产品电子追溯系统。

这是天津港保税区一家企业 2600 吨食用油生产车间成品包装运输

的一个场景。

车间负责人介绍，通过在终端产品瓶身、包装箱体增加随机码和二

维码，这套产品电子追溯系统可实现从进货到生产、检验、出入库等全

部环节的自动记录、快速追溯。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涉及从原材料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全流程，

无论是终端消费者，还是中间加工商、经销商，都可通过系统追溯种

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终端销售、检验检测、政府监管、企业管

理、公众查询等各环节的信息，从而实现食品质量安全全覆盖、全链

条可追溯。

在 3 月 1 日施行的《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规定，实施

信息追溯管理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包括粮食及其制品、畜产品及其制

品、禽产品及其制品、蔬菜、水果、水产品、豆制品、乳品、食用油、食盐以

及经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的地方特色食品、其他类别的食

品和食用农产品，共 11 个类别。依托信息技术，由生产经营者将追溯

食品的相关信息上传至平台，通过编码识别、身份信息比对等技术手段

和验证管理实现追溯食品和生产经营者的信息共享。

此前，上海、湖北等地已实施类似的管理办法，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的追溯网正在逐渐铺开。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与标准司副司长颜敏在第七届中国食

品安全论坛上透露，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安全电子溯源技术研究及

示范”立项批复工作已经完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任

务建议被纳入优先启动的国家重点专项动议。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指出，到 2020 年，我国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食品安全水平、食品产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满意度要有明显提

升，食品安全抽检覆盖全部食品类别、品种。在此进程中，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系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食品有了“身份证”，
“吃货”可以放心了！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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