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加强中秋节食品安全监管
6批次月饼抽检不合格

8日起，赣州至深圳高铁江西
段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今年
年底开通运营。

赣深高铁北起江西赣州，途
经广东河源、惠州、东莞等城市，
南至深圳，正线全长436.37公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全线设赣州
西、信丰西、龙南东、定南南、河源
东、深圳北等14个车站，是国家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南北大通道京港
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昌赣
高铁，南接广深港高铁、厦深高铁

等，将于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
条件。

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赣深指挥部指挥长杨雷民表示，
联调联试期间，将采用检测列车、
综合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
备，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
设备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
整体系统设备的性能和功能，并
进行调试、优化，使系统功能达到
设计要求。

（丁波詹远春 记者 林卓旎）

赣深高铁江西段联调联试

9月8日上午，记者从江西省市
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此次中秋节
日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以节令
消费食品和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
食品为主，涵盖 19 大类 127 个细
类。共抽检1516批次，合格1503
批次，不合格 13 批次（月饼 6 批
次）。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初检结果，省市场监管局已通知相
关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目前，
案件处置正在进行中。

全省食品安全
整体状况相对稳定
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陈

少龄在会上介绍，截止 8 月底全省
共完成 110019 批次食品抽检监测
任务，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品种和项
目的各项检测指标较 2020 年未见
显著变化。其中，特殊膳食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等 9 大类
食品合格率均为 100%，乳制品(合
格 率 99.93% )、蛋 制 品 ( 合 格 率
99.72%)、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
(合格率 99.27%)、粮食加工品 (合
格率 98.97%)等大宗食品合格率
均高于平均水平。不合格项目食
品类别，主要集中在农兽药残留、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微生物污染、质量指标。其中，农
兽药残留类的不合格项目占比为
34%；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类占比为 21.7%；微生物污染
类占比为 19.3%；质量指标类占比
为6.34%。

今年安排20余万批次
食安抽检任务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好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对科学精准监管的支
撑作用和对百姓食品安全消费的
引 导 作 用 ，江 西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2021 年省市场监管局安排了 20
余万批次食品安全抽检任务。食
品抽检工作聚焦百姓关注，突出
重点问题，紧盯重点品种，有针对
性地选取了消费量大、风险等级
高、问题发现多的食品，加大食品
安全品质指标项目和假、劣食品的
检测力度。

（胡捷敏记者 林卓旎）

9月8日，记者从江西省财政
厅获悉，今年省财政增加安排4.3
亿元，总量达到54.1亿元，用于保
障全省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
层组织稳定运行提供财政保障。

据悉，2005年开始，省财政按
照每个乡镇(街道)补助10万元标
准，安排专门的补助经费，此后逐
年稳步增长，今年省财政再次提
标到160万元，全省总量达25.2亿
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民族乡
倾斜支持力度，补助标准从 2016
年的 150 万元提高到今年的 200
万元，有力提升乡镇政府服务能

力建设水平。
2014-2021年，省财政根据财

力情况逐年提高村级(含社区)组
织保障水平，2021 年总量已达
26.9 亿元。行政村平均补助标
准由 7.5 万元提升至 13 万元，超
过中央要求的基本标准 2 万元，
其中每个民族村由 15 万元增加
到 17 万元；每个社区的补助标
准 由 2014 年 的 5 万 元 增 加 至
2021 年的 13 万元，增长 1.6 倍，
补齐了多年来社区与村的经费
补助标准差距。

（记者 林卓旎）

江西保障基层组织运转经费

记者获悉，福特领裕2021年
南昌马拉松（又称“英雄马”）于9
月8日上午10：00开启报名通道，
9月15日18：00报名截止。本届
英雄马将于11月6日上午7点30
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可通过官方
网站或官方微信参与报名和查询
相关信息。

本次赛事总规模25000人，其
中 ，马 拉 松 (42.195 公 里) 10000
人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 公

里) 10000人，迷你欢乐跑（约5公
里）4000 人，家庭跑（约 5 公里）
1000 人（2～5 人/组）。从发布路
线看，2021“英雄马”赛道也进行
了全方位的优化，这将更有助于
跑者创造更好的个人成绩。

本次 赛 事 入 选 为“ 奔 跑 中
国”马拉松系列赛，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CCTV5）将对赛事进
行直播。

（记者林卓旎）

2021年“英雄马”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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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出台文件进一步推进行贿受贿一起查

我国正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

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
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
起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决
策部署，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
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
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
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要清醒认识
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
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
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
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
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
标本兼治。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五
次全会的工作要求，坚持党中央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稳中求进、坚定稳妥，系统施治、标
本兼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
依法，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充分运
用政策策略、纪法情理融合；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
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
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
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
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
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
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
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
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
的行为。

《意见》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
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纪检监察
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查处行贿的
重要职责，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
贿人，依法加大查处力度，该立案
的坚决予以立案，该处理的坚决作
出处理，并建立对行贿人处理工作
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检察机关
和审判机关要严格行贿犯罪从宽
情节的认定和刑罚适用，加大财产
刑运用和执行力度。纪检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认真履
行追赃挽损职责，尽力追缴非法获
利。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财产

性利益，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
责令退赔；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
非财产性利益，如职务职称、政治
荣誉、经营资格资质、学历学位等，
督促相关单位依照规定通过取消、
撤销、变更等措施予以纠正。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
过程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
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
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
营。要从严把握相关措施的适用，
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
措施，严禁滥用留置、搜查、技术调
查、限制出境、拘留、逮捕等措施，
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
人员和企业的财物。要充分研判
使用办案措施的后果，将采取措施
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
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
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通过发布
指导性文件或者案例等方式，指
导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中准确适
用法律、把握政策，做好同类案件
的平衡。纪检监察机关要与人大
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
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行
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
行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
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
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加大查
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
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彰显
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
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相关新闻

临近中秋节，一年一度的“月
饼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记者近
日在市场走访看到，线下商超均
将月饼堆头放在重要位置。但近
期，“哈根达斯代可可脂冒充巧克
力”“买到9天后生产的月饼”“一
块月饼相当于一餐热卡”等月饼

“黑”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消费者
购买月饼要留个心眼，多查看成
分表及保质日期。

企业专注细分口味研发

数据显示，中国月饼销售额
从 2015 年 的 131.8 亿 元 增 长 至
2020年的205.2亿元，预计2021年
可进一步上涨至218.1亿元。

据艾媒咨询调查，口味仍是
消费者购买月饼的最关注项。
33.3%青少年偏好特殊口味的月
饼；超四成 25 岁及以下用户偏好
五谷杂粮类口味；超五成的 50 岁
及以上的消费者则偏好五仁、莲
蓉等传统口味月饼。

记者在市场走访发现，蛋黄
莲蓉、豆沙、五仁等口味仍占主
流，奶黄口味、水果口味也非常普
遍，还有黑松露、燕窝等高档品
种，甚出现了螺蛳粉月饼、辣条月
饼、藤椒鱼月饼、冷锅串串月饼、
大闸蟹月饼等另类口味。

“ 一 块 月 饼 相 当 于 一 餐 热
卡”，市面上普通传统月饼 100 克
热量高达400千卡，相当一餐主食
摄入。这令低卡、低糖、低脂等健
康月饼受到市场关注，还衍生了
糖醇月饼、益生菌月饼等新口味。

记者留意到，不少月饼生产
商更专注于深耕细分口味，广州
酒家在奶黄月饼家族中推出了
核桃流心奶黄月饼、抹茶奶黄流
心月饼、巧克力奶黄流心月饼，
丰富了产品矩阵；良品铺子新推
出李广杏馅料，大批量采购水果
等原材料，通过连接市场和生产
源头开展可持续的产业扶贫和
文化推广。

“定价与往年差不多，并没有
感觉大幅提价。”记者走访超市，

一名正在购买月饼的市民如此
说。据店员介绍，该超市在售的
近百款月饼产品中接近 80%的品
种售价在 200 元以下。虽然原材
料价格上升，但月饼零售价格与
往年持平，双黄白莲蓉148元/盒，

“陶喜月饼”零售价为128元/盒。

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醒

走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了
不少高价月饼，如哈根达斯联合
卢浮宫博物馆推出的“金尊”冰
淇淋月饼，电商售价达到 998 元；
门店专供“卢浮映月”系列售价
更高达 1188 元。但讽刺的是，此
前哈根达斯被爆 3 款冰淇淋月饼
标称的“巧克力外皮”其实是代
可可脂，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处罚款 1 万
元。相关专家指出，代可可脂成
本不足巧克力一半，且在氢化过
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不仅更
容易致肥，还会增加患心血管疾
病风险。

除了哈根达斯翻车，“买到 9
天后生产的月饼”也是近期热门
话题。一名广西消费者在 9 月 3
日购买到了标注为 2021 年 9 月
10 日生产的月饼。据生产公司
称，月饼是 9 月 1 日生产，员工操
作错误输入生产日期为 9 月 10
日，导致该批次月饼的生产日期
标记错误。

多地市场监管局也发布月饼
消费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应注意
查看月饼产品的外包装是否完
整、清洁，同时查看SC标志、主要
成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如
果是散装月饼，还要注意查看月
饼色泽、形状、气味等。消费提示
指出，不要轻信“保健”“无糖”月
饼。月饼保质期一般在 45 到 60
天，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和
贮存条件。“消费者购买到月饼
后，一定要按照贮存条件保存月
饼，才可保证其在保质期内的特
有品质。”

（据新华社）

今年月饼销售规模将达218亿元
“月饼大战”频遇“黑”热搜，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醒

第 37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
教育部 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 我 国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进 展 成
效。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教师
总数已达 1792.97 万人，比上年
增加 60.94 万人，有力支撑了教
育改革发展。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
群介绍，我国教师队伍资源配置
不断优化，教师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共有 191 万人次通过
认定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较去年
全年增长了 28.7%。同时教师待
遇保障不断强化，截至 2020 年
底，中西部 22 个省份 725 个原连
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约 8 万所
乡村学校，受益教师 129.8 万人，
人均月补助额375元。

（据中新网）

我国教师总数已达1792.9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