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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谈

据《今晚报》报道，为进一步规范食

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工作，加强食品

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落实食品经营者主

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

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自 2023年

12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一经发布，相

关话题立即冲上网络热搜——对于餐

饮经营者来说，该办法出台的最大意义

在于，卖“拍黄瓜”终于不用再“提心吊

胆”了。

近一段时间，多地都曾出现一些小餐

馆因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在销

售拍黄瓜等极为常见的凉菜后，被市场监

管部门予以处罚的案例。甚至有“职业打

假人”以此为把柄、以“举报”为要挟，在点

餐后向经营者索要大额赔偿。

食品安全无小事。不可否认，包括生

食瓜果蔬菜、熟食卤味、腌菜等在内的“冷

食类食品制售”，因为没有热菜那种高温油

炒、热水煮沸的灭菌过程，很容易因长期放

置后变质而带来食品安全隐患。但另一方

面，如果仅仅强调“高标准”而无视广大餐

饮企业现状，无疑是一种脱离现实、不顾群

众需求的“规则洁癖”，无益于餐饮行业的

发展。

如今，此次发布的办法聚焦企业反映

的堵点难点问题，明确对拍黄瓜、泡茶等简

单食品制售行为，作出了简化许可的规

定。其中规定，食品经营者从事解冻、简单

加热、冲调、组合、摆盘、洗切等食品安全风

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审查

内容。

正如有人说，“管”是为了捍卫舌尖

上的安全，“放”是为了激发市场活力。

在守护食品安全这条底线的同时，简化

了规定，清晰地告诉餐饮人合法合规经

营需要注意的事项，让食品监管标准回

归群众的真实诉求。这样的改变，是对

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有助于餐饮消费释

放更大潜力。

“解放”拍黄瓜
是对民意的回归

李思

本报讯（记者翟维鹭）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从今晚开始，第四届天津夜生活节将
再度“上新”，推出多项夜间消费、娱乐、体
验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夏季
夜间消费盛宴。

津南区今晚将在吾悦广场举办“活力
津南魅力消夏”津南区暑期消费节启动仪
式，发布津南暑期重点促消费活动，现场还
精心安排新能源汽车展、绿色家居家电展、
非遗体验文化展、农特产品展以及精彩乐
队演出等。华苑智慧山今天到30日开启
“精酿的夏天2023”主题市集。SM天津滨
海城市广场本周末开展律动空港·古典遇
见流行——文艺下基层路演、城市麦田
SM广场音乐节，现场还有40余家潮流小
吃、特色饮品等。和平区恒隆广场明起开
展“态度音乐现场”城市路演、《水墨东方艺
术展》等。蓟州eden春山里将举办“2023
箭丽马林巴艺术节”等活动。南开大悦城
联动场内400余家商户全面启动“潮极玩
乐季”，联合公益环保组织推出“爱心公益
市集”等活动。

夜生活节
周末上新

本报讯（记者马明）日前，天津海关
对照海关总署出台的“海关优化营商环
境16条”，结合天津口岸实际，推出61
项优化营商环境具体工作举措，聚焦促
进进出口物流畅通、促进跨境贸易便利
化、促进助企减负增效、促进支持创新
发展四个方面，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服务天津外贸高质量发展。

在促进进出口物流畅通方面，天
津海关持续巩固推广“船边直提”“抵
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探索实施航空
口岸“直提”作业；设置“进出口鲜活易
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
优先查验和“5+2”预约查验便利措
施；推动出口种苗等农产品由“实货监
管”向“过程监管”转变，服务农产品出
口；对涉及民生重点进口食品，扩大
“保税+”政策优势；对进口低风险矿
产品和原油实施“先放后检”，对进口
铁矿、棉花实施“依企业申请”品质检
验等。

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方面，天
津海关聚焦支持天津申报国家“智慧
口岸”试点城市，完善“智慧监管平
台”“智慧物流平台”“智慧企业服务平
台”相关项目建设；高质量实施《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
重点自贸协定关税政策精准帮扶工作
水平，扩大精准帮扶企业范围；完善天
津市RCEP关税政策查询公共服务平
台功能。

在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方面，天津
海关将强化信用培育，建立AEO重点
培育企业库，帮助企业提高海关信用
等级；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统计
调查，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咨询服务，
动态调整关区技术性贸易措施重点帮
扶企业库，助力提升企业合规意识和
技术创新能力；发挥12360、“海关-企
业家”沙龙、“网格化”服务、企业协调
员等多种载体作用，加强关企互动。

在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面，天津

海关将进一步围绕先进制造业，推动
加工贸易提质增效；全面推广企业集
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深化与地方政
府部门协作，形成促进保税维修业务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推动逐步实现天
津口岸跨境电商业务全模式覆盖；探
索综合保税区内“保税+跨境电商”业
务新模式；推进“龙腾行动2023”知识
产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设立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津企服务热线”；为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企业提
供知识产权服务，助力天津市自主品
牌企业创新发展。

天津海关负责人表示，天津海关
将着力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政策措施
落实力度，持续开展“关长送政策上
门”服务，深入企业一线送政策、听意
见、解难题，提升政策宣讲服务的覆盖
面与精细度，提升企业的获得感，为外
贸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天津口岸营商
环境的不断提升贡献天津海关力量。

天津海关推出61项优化营商环境举措

“四个促进”服务天津外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建高）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本市地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合格率达到98%以上，在此基础
上，市农业主管部门利用数字化手段，
全局统筹搭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
管平台，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从“传统
管理”转变为“现代治理”。

近年来，本市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3000余万元，市农业农村部门先后建
成放心蔬菜、放心肉鸡、放心猪肉、放
心水产品等放心农产品追溯系统，其
中放心蔬菜和放心水产品追溯系统已
实现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平台对接，全市207家放心菜基地、
263家放心肉鸡基地、349家放心猪肉

基地和所有生猪、肉鸡屠宰企业及92
家放心水产品基地农产品实现产品可
追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农产品附带
的二维码查询追溯信息。

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离
不开强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软硬件支
撑。健全的农业地方标准体系是农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准绳，目前，本市
共批准地方标准立项46项，完成标准
制修订32项，本市现行农业地方标准
达到246项。

放心农产品基地的示范引领是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基础，目前，全
市现有认证绿色食品151个、有机农
产品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9个，新增

获批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
系（CAQS-GAP）试点生产经营主体4
家、产品6个。擦亮“津农精品”金字
招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官方
背书，“津农精品”作为本市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其包含的212个农产品
品牌，象征着标准化的生产、健全的品
控、上乘的质量和全程可追溯。

下一步，本市将继续加强基层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推广应
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
息平台”监管、执法、监测和追溯4个
App系统，全面实施网格化“互联网+
监管”智慧管理，时刻守好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

数字赋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本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达到98%以上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本市河北区鸿顺里街退役军人服务站、鸿

顺里街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九八三社区党委共同开展国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在新开河河畔的河北区双拥公园里，退役老兵盛茂林在一座座故事雕塑前，为社

区孩子讲述了《半条棉被》《一个苹果》等战争年代的感人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

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 本报记者 张立摄

追寻“八一”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