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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生产，到外卖、预
制菜等，《条例（草案）》涵盖的
范围很广，把所有这些与‘吃’
相关的，都包含在了里面。”省
人大代表、宜兴市土肥站站长
潘云枫希望，待《江苏省食品安
全条例（草案）》通过后，可以制
定相关细则，让条例尽快落实，
把相关工作做细做实。“相信条

例施行后，能够更好地保障大
家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作为一名“土专家”，潘云
枫一直都很关注食品安全相关
话题。今年参会期间，她带来
一份关于“进一步发挥省农产
品质量追溯平台作用”的建议。

“我们江苏省有一个农产
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能追溯

产品信息、企业信息和监督检
测信息等。”潘云枫希望能更好
地发挥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
管理平台作用，更好地保障农
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安全，保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更好地推动农产品从产
地准出到市场准入的有效链
接，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

省人大代表潘云枫：条例通过后，希望尽快制定细则落地实施

《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外卖、预制菜等话题引发代表热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受
到社会普遍关注。在江苏省十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江苏省
食品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条例（草案）》”）提请大会审
议，这是省人代会连续第三年审
议事关民生的地方性法规。预
制菜如何管、谁来管？外卖食品
安全如何保障？审议现场，《条
例（草案）》诸多亮点内容引发代
表热议，同时大家积极建言献
策，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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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多
达120余万家，具有体量大、人
员多、业态广等特征。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食品产业
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须
立法予以引领和规范。

如今，上班族一日三餐可
能就会有一餐是点外卖，外卖
食品安全如何保障？临期折扣
店也让很多人开始追捧临期实
惠食品，如何能安全“捡漏”？
过年过节大家爱囤的预制菜，
能放心吃吗？现代快报记者注

意到，针对食品行业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条例（草案）》都
有涉及。

比如，针对“外卖黑作坊”等
没有实体店等情况，《条例（草
案）》拟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

配送的直接入口食品，入
网食品经营者应当使用封签或
者具备封签功能的食品包装物
予以封口；未封口或者封签损
坏的，配送人员应当拒绝配送，
消费者有权拒绝接收。

同时，还鼓励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自建网站的经营活动
主页面显著位置，以视频形式
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

对于“预制菜”，《条例（草
案）》拟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海关
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
预制菜原料和成品的生产、销
售、贮存、运输、加工、进出口
等环节加强全程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

“《条例（草案）》是一个比较
宏观的指导性法规，形成对食品
生产、流通、餐饮等环节相对统
一监管，涉及食品行业的每个环
节。”在省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旅
游烹饪学院教授周晓燕看来，
《条例（草案）》明确对于学校、托
幼机构、养老机构的集中用餐食
堂加强管理和监控，对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提出了管理的具体措
施，对食品贮存、运输等条件也
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与时俱
进，回应群众关切。

他还注意到，《条例（草案）》
要求外卖用贴签进行封口，包括
外卖过程当中的配送环境要
求。让外卖食品安全“看得见”，
消费者无疑会更放心。

周晓燕还提到，扬州是世
界美食之都，美食文化源远流
长。“希望各地在贯彻落实条例
的基础上，还可以出台更具地
方特色、更加细化的法规，让老
百姓吃得放心、吃得明白、吃得
健康。这是食品生产经营者、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要共同努
力的一个方向。”

省人大代表周晓燕：让外卖食品安全“看得见”，消费者会更放心

“一直以来，食品安全都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焦点。”省
人大代表、泰州安井食品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李霞说，此次提
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强化
了政府领导职责、部门监管和
基层属地管理责任，完善了食
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还积

极回应各方关切，将网络食品
经营、预制菜等新的业态纳入
其中。

“此次审议条例草案通过
后，相信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会得到更坚固的保障。”李
霞表示，将充分发挥好“食品生
产经营者是保证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模范带头作用，以食品
安全为首任，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李霞介绍，目前
企业已经建立自我督查机制，
采用数字化系统管理，实现在
线追溯，开展各类创新型管理
活动，激励全员、全过程、全链
条保障食品安全。

省人大代表李霞：完善了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还纳入新业态监管

《条例（草案）》对于网络食
品经营等新形态予以关注。参
会前，省人大代表、省港口集团
镇江港大港分公司门机司机唐
义朝进行了相关调研。他建
议，应当着重关注网购食品和
农家乐的食品安全问题。

唐义朝表示，对于网购食
品而言，需要在法规中加强监
管力度，确保从生产到配送的
全过程都受到有效的监控和管
理，建议建立健全的食品追溯

体系，要求生产商提供详细的
产品信息，包括原产地、生产日
期、生产批次等，以确保消费者
能够了解所购食品的真实情
况。此外，应当规范第三方平
台的责任，确保销售商的资质
和产品质量符合标准。

“对于农家乐的食品安全
问题，也要通过完善相关法规，
确保农家乐场所提供的食品安
全可靠，比如可以鼓励农家乐
场所引入科学的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食品安
全意识，确保游客在消费过程
中享受到安全、健康的食品服
务。”唐义朝说。

唐义朝也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监
管，提高其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心
和专业水平。推动相关部门与
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平台、农家
乐场所等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
系，共同致力于食品安全的维
护，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省人大代表唐义朝：建议建立健全网购食品追溯体系

省人大代表，淮安市洪泽
区刘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理事长，淮安市食用菌
协会会长刘卉长期从事蔬菜、
水果、菌类的种植。此前，刘卉
多次参加《江苏省食品安全条
例（草案）》征求意见的会议，并
先后提出一些建议。

“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这个条例非常及时。”刘卉

表示，农产品是大部分食品的
加工原料，农产品在种植栽培
过程中，如果用了高危农药，会
导致重金属含量超标，导致加
工的食品存在安全隐患。他建
议，要从食品安全的源头把住
质量关，建议政府应加大对绿
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和经营补贴力度，鼓励农产品
生产企业采取生态种养、绿色

防控的模式来进行种植、养殖，
鼓励农药生产企业研发一些生
物农药等，“建议推广生态灭虫
灯、防虫网等一批生态防控措
施，对农业企业生产经营者加
大培训力度，合理使用农药，合
理防治病虫害。”刘卉表示，只
有源头的农产品安全绿色了，
后期生产出的食品才能安全，
吃得放心。

省人大代表刘卉：建议加大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经营补贴力度

在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江
苏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提请大会审议，
这是省人代会连续第三年审议事关民生的
地方性法规。预制菜如何管、谁来管？外
卖食品安全如何保障？审议现场，该草案
诸多亮点内容引发代表热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
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宁，重如泰山。党
的二十大报告正式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安
全 体 系 ，强 调 要“ 强 化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监
管”。为推动食品安全的各项重大决策部
署和食品安全法在江苏有效实施，加强食
品安全领域法治化建设，制定《江苏省食品
安全条例》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显而易见。

要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立法层面
的发力至关重要。过往一些食品安全事件
的发生，固然暴露出“有法不依”的痼疾，但
也显示过规则“力有不逮”的一面。例如网
络食品经营领域中出现过的平台监管不
严、生产标准不规范、主体不明等问题，便
折射了法律法规不到位、不完善的事实。
把法律法规补齐、补强，为从业者和消费者
提供更细致的行为依据，是依法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题中之义。

此前，江苏已出台《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对于
规范餐饮管理、细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起到
了应有作用。但食品安全领域不断出现新业
态、新热点、新挑战，新的立法空间和任务也
随之出现。加快完善法律法规，让法治之光
照亮相关领域的沟壑，越发重要。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江苏省食品安全
条例（草案）》酝酿和审议的过程始终受到
公众关注。这说明，立法机构务实、高效、
公开透明的立法工作与民意产生了共振，
公众急切期盼相关法规成为捍卫消费者权
益的“利器”。

值得关切的是，《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
（草案）》体现出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立法
精神，在多个“关节”上增加了新内容。草
案提出，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
共治，着力构建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政府
属地管理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一体推进、
一体发力的责任体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反映出齐抓共管的思路。草案拟规定，对
小食杂店实行备案管理、鼓励农村集体聚
餐的举办者和承办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
店、对预制菜原料和成品的生产、销售、贮
存、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环节加强全程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这些亮点内容直面民生
难点和痛点，很接地气。

尤其应该看到，对网络食品经营着力
加强监督管理，对预制菜原料和成品的全
程监管、风险监测、风险评估作出规定，聚
焦的是新业态、新问题。相关规定既明确
了主体责任和管理机制，也进一步消解了
模糊地带，明晰了边界和罚则，这是肉眼可
见的进步。有了立法层面的撑腰，有了全
流程的监管，“打工人”点外卖、节日里把预
制菜请回家就更有安全保障了。

食品安全保障牵涉的点面多、遭遇的
难点多，涉及的利益群体多，对立法的力
度、厚度和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令人
欣慰的是，《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
已有所体现。相信不久之后推出的《江苏
省食品安全条例》定能“不辱使命”，为广大
消费者撑起一把耀眼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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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立法
全力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这部条例与百姓一日三餐息息相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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