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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赵文
君）市场监管总局28日发布《保健食品新
功能及产品技术评价实施细则（试行）》，这
是从制度上改革我国以往保健食品功能声
称评价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三大
监管创新。

一是新功能产品实行上市前审评和上
市后评价相结合，新功能评价方法原则上
必须包括人体试食试验。实施细则要求，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应科学、明确、可行，
并经过验证评价。

建立新功能建议和新功能保健食品关
联审评审批机制也是一大创新点。实施细
则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同步提出新功
能建议和对应的新功能保健食品注册申请
的，在资料接收、审评、审批等各环节实行
关联审查，以制度创新鼓励行业创新，激发
产业创新内生动力，促进科研成果向产品
上市的快速转化。

第三个创新点主要表现在探索开展新
功能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分级动态管理方
面，实行保健功能分类评价、分级标注。对
经营主体来说，依据科学共识充足程度对
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实行动态管理，可依据
评价结果调整保健功能声称限定用语，用
科学监管理念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司负
责人介绍，实施细则从“总则”“新功能研
究”“材料接收”“技术评价”“上市后评价”
“附则”等6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鼓励
引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开展
功能创新和产品研发，进一步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

保健食品新规发布
体现三大监管创新

8月28日，车辆在泥溪北渡口下

渡船。

当日，随着连接四川省宜宾市叙

州区泥溪镇和蕨溪镇的泥溪岷江特大

桥通车，岷江上最后的车渡——泥溪

车渡即将停运，轮渡过江成为历史。

作为叙州区东大环线的重要交通

节点，泥溪车渡口从1992年5月启用，

至今已经运行了31年。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岷江上最后的车渡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严
赋憬 郁琼源）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28日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报告提出，将从加强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落实藏粮于
地、积极推进藏粮于技、加大农业保护
支持力度、切实提升粮食调控能力、加
快构建现代粮食产业和流通体系、不
断提高多元食物供给能力、深入开展
粮食节约减损行动等8方面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
稳步发展，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
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能力不断
增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2022年粮食产量13731亿
斤，粮食单产每亩386.8公斤，较5年
前分别提升了498亿斤、13公斤；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486.1公斤，高于国际公
认的400公斤的粮食安全线。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
题。报告介绍了近年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成
效，同时也指出了我国粮食安全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风险。对于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工作考虑，报告提出，按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着力化解
国际粮食市场不利影响，坚决守住国

家粮食安全底线。
报告提出将从加强粮食安全保障

体系和能力建设等8方面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围绕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和能
力建设，报告提出强化粮食安全法治
保障，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耕地
保护法。针对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
报告提出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
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加强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全面实施农
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把当家品种牢
牢攥在自己手里。围绕加大农业保护
支持力度，报告提出健全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农业资金更多向
粮食主产区倾斜。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节约减损……

我国将从八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