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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5月14日电 14
日，中国至越南河内国际道路
运输线路正式开通。

上午，搭载着电子元器
件、新鲜蔬菜、百货的运输车
队，从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同
步发车，向越南河内驶去，这
标志着中方货运车辆持CBTA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
员跨境运输协定） 证件首次入
境越南腹地。

持有CBTA证意味什么？
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涉及中国、缅甸、老挝、泰
国、柬埔寨、越南6个国家。所
谓CBTA证件，简单来说就是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合
作框架下，多国道路运输的通
行许可证。有了这个证件，客
货车辆可以在6国达成一致的线
路上开展运输。

新通道，开辟大湄公河次
区域发展路。

当日，来自广西、云南以
及山东青岛的18辆货车和2辆
客车组成车队，分成两路驶向
越南河内。线路一从南宁综合
保税区出发，经广西友谊关口
岸出境，越南友谊口岸入境，
途经越南谅山、北江、北宁，
最后抵达越南河内，运输全程
约400公里，预计用时2天；线
路二从昆明综合保税区出发，
经云南河口口岸出境，越南老
街口岸入境，途经越南老街、
安沛、越池，最后抵达越南河
内，全程约 700公里，预计用
时2天。

400 公里和 700 公里的跨
越，翻开了GMS国家国际道路
运输合作的新篇章，成为推进
澜湄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实现
更加融合、繁荣、可持续和包

容愿景的发展之路。
新通道，搭建中越经贸便

捷运输网。
对中越双方而言，跨境运

输打破地理限制，让商品、资
源和服务高效流动。

此次运输实现了从起运地
直达收货方，实现“门到门”

“点到点”直达运输。据企业介
绍，相较于以往运输模式，每
辆货车可节省约1天时间，成本
可节省800元至1000元，运输
时效大大缩减，运输成本也明
显降低。两条线路，贯通中方
通过河口口岸、友谊关口岸至
越南河内的运输线路，提升中
越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

新通道，促进中越人文交
流“双向奔赴”。

新通道的开通，打开便利
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新空间，
在加快完善和丰富跨境运输体
系的同时，将进一步丰富双方
文旅通道，推动中越人文交流

“双向奔赴”。
此次活动中，中越双方交

通运输、海关、边防部门代表
将全程随车护航，研究解决影
响便利化运输的问题。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暨
“中越人文交流年”，两国“货
畅其流，人畅其行”成为中越
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的缩影。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
司长王绣春表示，此次活动是
跨境运输合作的重要节点，中
方将以此为契机，会同越方加
快推动中越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进一步降低司机签证费
用，提高通关效率，深入推动
中越双边协定落地落实，提升
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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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电 中
央宣传部文明培育局局长赵树
杰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数
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网络
新技术成果，是人类提升改造
世界能力的“工具箱”，也是精
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的“扩展
包”，“我们主动拥抱新质生产
力，探索形成更具开放性、交
互性的文明培育新模式，‘互联
网+’成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
设的常态。”

赵树杰说，一方面，坚持
科技向善，在网络空间塑造主
流价值。聚焦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发挥数智技术传播速度
快、触达范围广、吸引力感染
力强的优势，唱响网络空间主

旋律。同时，加强场景应用，
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研
究建设数智型城市文明指数集
成系统，进一步提升创建工作
的效率效能，加快推动从创建

“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
明”转型升级。

“数智技术作为新生事
物，还有不少未知领域、不确
定因素以及带来的新问题新挑
战。”赵树杰说，将广泛普及网
络新技术新应用知识，尤其是
帮助老年人、青少年培养数字
素养，提升信息化技能和风险
防范能力，营造安全网络环
境，还将强化法治意识，立破
并举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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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12 时 12 分 ，
我国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使
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成
功将太空计算
卫星星座发射
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
获 得 圆 满 成
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