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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执法监管 加大监测数量和频次
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点 击 精 彩

□记者 裴蕾 见习记者 董艳竹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应对资源紧缺、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国际热点问题的焦点之
一，世界各传统汽车强国和主要新兴国家从汽

车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战略出发，纷纷加快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步伐，相继发布新能源汽车
战略和国家计划，制定颁布优惠的政策措施，积
极推动传统汽车产业的战略转型。我国也将新
能源汽车作为7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通过政策

和产业建设大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在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中也提出建设郑州

汽车制造基地，目前郑州已形成了客车、乘用
车、专用车、零部件为主体的多品种、系列化生
产制造和科研开发体系。并且郑州汽车厂商也

已经开始小批量生产新能源汽车，建议由公安
厅研究制定我省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使用专
用车牌，允许相关车辆上路行驶及运营。并推
广城际公交纯电动汽车的运营，建立城市之间
换电服务网络，确保新能源汽车运营需要。

建议电动汽车悬挂专用车牌
省人大代表 李书峰

近年来，从大头娃娃到三
聚氰胺奶、瘦肉精……一次又
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撩
拨着民众的神经，我们该吃什
么？这个本来简单、轻松的话
题，在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出来
之后，变得沉重起来，“吃”引起
了人们空前的关注和讨论，“该
吃什么”、“能放心吃吗”，成了
人们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

食品安全问题在引起民众
焦虑的同时，也引起政府的高
度关注，在今年的河南省两会
上，多位省政协委员提到食品
安全问题，从目前我省食品安
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出
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呼吁从机制管理、队伍建设等
方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督与管
理，以确保食品安全，保障民
生健康。 记者 李爱琴

特别关注

希望“一河两岸”有轻轨线

省人大代表 黄钫

加快黄河两岸的郑州、新乡发展，
打造“一河两岸”经济增长区，对郑州
来讲，拉大了城市框架，形成了郑州核
心，连接开封、洛阳、新乡、许昌形成

“米字形”的发展格局，进而能够打造
河南中北部最大的城市群。

建议将“一河两岸”经济增长区发
展纳入全省发展战略中，打造两地“交
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
建”的格局，甚至将建设两地的轻轨线
和新的跨河大桥，进一步完善“一河两
岸”经济增长区的要件。

让学生拿着平板电脑去学习

省人大代表 贾晓波

郑州市实施了以教育均衡为核心
的“教育变法”。其中，班班通项目作为

“郑州十大惠民工程”于2012年10月已
经完成了郑州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的建设，在郑州市率先实现了优质资
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并为建设全省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积累了经验。

建议通过教育“云”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工程，形成统一管理、分布共
享、弹性可扩展的省教育“云”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全省教育资源的协同分
配共享，可以为教师、学生与家长之间
提供基于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资
源应用、教学应用及信息互动服务。

通过这样的网络教学，鼓励学生
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培养学生信息环境下的学习
能力，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

全省就诊信息实行“一卡通”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集体提案

目前，各公立医院已基本建立了
电子化患者就诊系统，患者就诊数据
库逐步完善。但各公立医院各自为
政，形成信息孤岛，未能形成就诊信息
系统的科学整合共享，从长远来看，不
利于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

建议由卫生部门牵头，建立全省
患者就诊信息共享数据库，实行一卡
通，患者身份证号码（医保卡号码）即
为默认医疗身份识别证明，以提高患
者健康生活幸福指数；建立覆盖全省
医疗机构间的患者就诊数据共享系
统；建立与公安机关户籍、亲缘关系数
据库；建立突发病预警系统；建立个性
化医疗保健及手机短信通知系统；在
建立和使用患者就诊信息共享系统过
程中，要加强对公民医疗隐私的保护。

记者 裴蕾 见习记者 董艳竹

强化执法部门监管
将“打不死的小强”打死

现状 虽然国家也出台了不少

食品安全的管理办法，相关部门也对
问题食品进行了大力查出，但有毒食
品仍层出不穷，成为“打不死的小
强”，这其中监管制度方面的漏洞不
容忽视。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还不够完善，食品流通检测体系不
够健全，食品安全监督问题也存在漏
洞，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
康，也影响政府形象。

建议 省政协委员刘宏强、曹

辉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
酒店吃饭、超市购物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建议，加大有关执法部门监管力
度，对酒店、大型超市和遍布大街小
巷的早餐店、便利店、食品摊点加强
监督；要创新监管方法，定期检查与
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大规模全面检查
与小范围重点检查相配合，以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为标准，建立动态的、长
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制定有
效措施，量化监管制度，形成长态的、
长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为市民营
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现状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组织是否巩

固和健全，直接影响到工作任务落实的质量
和实效，而我省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无岗位无
机构，无编制无人员，有任务没经费”，日益繁
重的工作任务与现行机构、人员、经费保障和
规范化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
了全省食品安全监管事业的健康发展。

与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五无一有”现状
相对应的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压力
大，执法难。

建议 省政协委员任丽君建议，食品

安全的工作中心在基层，关键在队伍建设，
她建议省政府、省编办出台相关政策，在乡
（镇）增设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加强基层食
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全面提升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水平。同时建议省财政投入专项
经费，为县乡两级配备必需的检测设施，切
实增强食品安全检测质量，提高基层食品
安全隐患检测能力和水平，确保群众饮食
安全。

现状 目前，一些地方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体制采取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
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国家分段监管模
式，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
弊端，如各环节监管衔接不紧、力量分散，
综合协调建设滞后，阻碍了食品安全整体
工作的开展。

建议 针对我省食品安全综合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省政协委员齐瑞云提出建

议：一是优化执法资源，建议食品安全监管

采取食安办加挂食品安全督察局牌子、合

署执法办公或组建联合执法队等形式，组

织一支可为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食品安全

执法队伍；二是监管重心下沉，下沉监督职

能到基层组织，建立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体

系，推行“属地包干”的做法,强化乡镇和村、

居委会的监管责任，逐步消除食品安全监

管“盲区”。

现状 现在我国食品添加剂分为 23
大类 2300 多种，包括食用香料 1800 多种、
食品添加剂 400多种、食品加工助剂 100多
种。更重要的是，食品添加剂是与我国食
品工业中超过 80%的食品密切关联的产
品。但是，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产业以及与
它密切相关的食品产业不规范，甚至违法
的事件较多，对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构成重
大潜在威胁。

建议 省政协委员焦世忠从我国食

品添加剂存在的问题出发，建议加强食品
添加剂管理，加大检测和监测的数量和频
次，特别是要加强对已公布的 47 种违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和 22 种易滥用食品添加
剂品种的检测和监测，要确保最大限度地
防止非法添加物在食品上的非法应用和
确保食品添加剂的合理应用并处于可控
的状态。

在市民身边建起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赋予乡镇食品安全执法权

加大食品添加剂检测和监测的数量和频次

食品流动检测车可对农产品进行农药、食品食品流动检测车可对农产品进行农药、食品
添加剂等进行现场检查。添加剂等进行现场检查。 记者记者 马健马健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