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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
电 记者10日获悉，工业
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加
快推动食品工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

根据七部门印发的
《食品工业数字化转型实
施方案》，到2027年，重
点食品企业经营管理数字
化普及率达80%，规模以
上食品企业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
具普及率均达到75%，培
育 10 家以上智能工厂，
建设5个以上高标准数字
化园区，培育一批高水平
食品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
商。到 2030 年，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食品
企业基本实现全方位全链
条普及应用，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工业

数字产业集群。
围绕发展目标，方案

部署实施信息技术创新应
用、新模式新业态培育、
产业提质升级、筑基聚力
赋能4大行动，并细化为
18项具体措施，对乳制品
制造、酿酒、精制茶制造
等细分领域加强分类指
导，坚持因地制宜、因业
施策、一企一策，推动食
品工业数字化转型。

食品工业是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和基础民生产
业，在稳增长、保供给、
惠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据统计，目
前我国食品行业重点工业
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
率 分 别 达 63.3% 、
72.8%，乳制品、饮料制
造等领域龙头企业智能工
厂达到领先水平。

直播电商如何加强监管？

七部门部署推动
食品工业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市场
监管总局10日发布 《直播电商监
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定这一办法
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如何规范直播
电商行业乱象，营造良好的网络交
易环境和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
网监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近年来，直播电商行业发展迅
速，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虚假营销、
假冒伪劣等乱象逐渐显现。直播电
商行业相关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一些平台对直播带货商家资质和商
品质量审核不严，一些商家和主播
及相关机构质量意识淡薄，重营
销、轻质量，重成交、轻售后，追
逐短期利益，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

这位负责人介绍，对于直播电
商新业态新模式，征求意见稿坚持
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在着眼
于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创新发展的同

时，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规
范直播电商行业乱象，进一步明确
直播电商行业各参与主体的法定责
任和义务，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经营
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

征求意见稿结合直播电商行业
特点，着眼于构建直播电商行业的
一般性、基础性、普遍性监管制
度，规范不同主体在从事直播电商
经营活动时的基本法律责任和义
务，明确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手
段。

在加强对交易行为监管的同
时，征求意见稿提出探索对违法违
规主体的流量监管，推动对自然人
主播、数字人等监管，推动建立直
播营销人员培训、黑名单管理等制
度。

相对于传统电商，由于直播间
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和
直播营销人员等主体的加入，直播
电商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交易链
条更长，外溢风险增加，给监管带

来新的挑战。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直播电商平

台经营者在违规处置、资质核验、
信息报送、培训机制、分级管理、
动态管控、信息公示等方面的责
任。要求平台经营者建立健全平台
协议规则，加强对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直播营销
人员的身份认证和资质审核，强化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依法依规
报送数据信息，积极协助消费者维
权。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将进一步
压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并通过
平台企业向其他主体层层传导合规
要求，实现监管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征求意见稿依据电子商
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从具体操作层
面，对相关主体应当履行的责任和
义务予以进一步明确，对相关法律
法规中的监管要求进行整合细化，
符合直播电商行业特点，不会增加
平台企业等相关主体负担。

市场监管总局回应社会关切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
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
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庄宁
1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我国持续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
衡布局，在全国 81个试
点城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促进医疗资
源上下共享。2024 年，
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
3656.7 万，较 2023 年增
长20.6%。

近年来，我国按照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
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
层解决”的总体要求，着
力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
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
务。

庄宁介绍，国家医学
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双中心”建设稳步推
进，目前已设立 13个专
业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和儿
童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支持125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
作用，有序带动全国医疗

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

和优化配置同步加强。截
至 2024 年底，全国已有
2188 个县 （市、区） 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实现以省为单位全覆
盖；县域影像、心电、检
验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中
心药房累计提供服务近
1.9 亿次，更多群众享受
到“基层检查、上级诊
断、结果互认”的便利。

据介绍，下一步，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
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共
享，持续优化“双中心”
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持续推进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由三级综合
性医院牵头，建立城市网
格化医疗服务新体系，力
争 2025 年 90%以上县域
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加强基层儿科、中医科、
口腔科等服务能力，推进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
效。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近日转发了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
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7年底
前，健全城市建筑垃圾治理体系，完
善建筑垃圾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

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底前，
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得到有效
落实，偷排乱倒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资源
化利用率达到50%以上，城市建筑
垃圾有效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目前，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
生量高达20多亿吨，部分建筑垃
圾缺少利用处置空间，违法违规倾

倒问题仍时有发生。意见明确，各
地要加快推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地
方立法，完善建筑垃圾处理及污染
防治标准体系，利用现有资金渠道
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重点项目
建设，加大建筑垃圾处理相关技术
和设施设备研发力度。

意见对城市建筑垃圾的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各
个环节，提出具体管理措施。意见
要求，加强源头管理。发展装配式
建筑，推广绿色施工和全装修交
付，将建筑垃圾减量、运输、利
用、处置费用纳入工程造价，实施
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因

地制宜推进建筑拆除与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一体化，并明确装修垃圾
收运管理要求，推动建筑垃圾源头
减量和分类管理。

意见还要求，强化运输监管。
规范末端处置。推进资源化利用。
实施全过程监管。建立省级统筹、
城市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健全完
善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合惩戒工作
机制，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和处理方案备案制度，建设建筑垃
圾信息化管理平台，推行建筑垃圾
全过程电子联单管理，严厉打击违
法倾倒建筑垃圾行为，有效实施全
过程监管。

我国持续推进
优质医疗资源上下共享

2024年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
达3656.7万

加强源头管理 强化运输监管

治理城市建筑垃圾有新规

这是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奖
牌（见右图）。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奖牌10日在广州正式
发布，奖牌取名“同心跃”，设计融合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脉搏、中华文化底蕴与全运历史传
承。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11月9日
至21日在广东、香港、澳门举行。

（新华社发）

十五运会奖牌十五运会奖牌
““同心跃同心跃””发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