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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共有各类学校食堂28759家1
为了更好地确保校园食品

安全，答复表示，下一步，广东
将推动建立与监管实际相适应
的专业化监管执法队伍。结合
各地现有监管人员组成及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庞大的实
际，构建以专职检查员队伍为
主体、兼职检查员队伍为补充
的食品安全检查员队伍，确保
有足够的检查人员履行检查责
任。

此外还要加强校园食品安
全监管执法力度。一是将校园
及周边地区作为日常检查、随机
抽查和飞行检查的重点地区，进
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和食品抽
检。加大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
护学生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
康。二是持续加大对校园及周
边危害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的查
办力度，保持严打重处高压态
势，全力维护学校师生饮食安
全。三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
公安机关加强行刑衔接，进一步
完善案件线索摸排、案件移送、
情况通报、联动执法、联合督查
督办、检验鉴定、信息发布等工
作机制，加大对食品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四是强化信用
监管，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企
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

行严厉处罚，实行从业禁止、终
身禁业，对再犯依法从严从重进
行处罚，将其依法依规纳入“黑
名单”，对其实施联合惩戒，并向
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加 大 食 品 安 全 信 息 透 明
度，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
《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系统巡查管理规定》，指导
全省全面推进运用“互联网＋
明厨亮灶”智慧系统，用科技
化、智慧化、信息化支撑监督。
鼓励学校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
手段，公开食品来源、采购、加
工制作等过程，主动接受学生
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广东已经构建了食品安全
“闭环”监管模式。各相关部门
按照“部署—检查—通报—督导
—整改—提升”的规定程序履行
各自职责，采取日常监督检查与
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学校内部
自查与外部联合飞行检查相结
合方式，认真组织开展校园食品
安全的大检查、大排查和联合整
治，每年至少开展2次对全省各
类学校（含幼儿园）食堂、向学
校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及
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00%全
覆盖专项检查和联合飞行检
查。检查中建立问题台账，检查
后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实现对食
品安全风险有效管控。

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广东省
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要求，有条不紊，
持续突出重点监管。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共监督检查学校食堂
31303家次、学校食堂承包经营

企业 1819 家次、校外供餐单位
709 家次，责令整改 2513 家；培
训监管人员14064名、学校食品
安全总监13165名、学校食品安
全员 26992 名、餐饮从业人员
44690名。对投诉反映的问题，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依
法依规处置到位。

广东已完成风险监测全覆
盖。据悉，目前广东的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已覆 盖 所 有 市 、县
（市、区），并逐步延伸至街道、
乡镇，校园及周边监测覆盖率
达 100%。省卫生健康委建成
由各级食源性疾病诊疗医疗机
构构成的病例监测网络，以及
覆盖省、市、县（市、区）食源性
疾病暴发监测网络和基于实验
室特定病原体监测网络综合监
测体系，加强对全省食品安全
监测评估质量控制。省疾控中
心印发《广东省食品安全事故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工 作 方 案（试

行）》，指导各地疾控机构规范
化开展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
调查任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督促校园周边食
品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健全并落实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严格开展食品安全自
查。依法查处涉及学校校园及
周边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各级城市管理执法部门通过运
用数字城管等手段，不定期进行
专项整治和管控，提高对学生上
学、放学重点时段的违法违规行
为的快速发现、快速处置能力，
对校园周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
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严格规
范校园周边食品摊贩管理；各相
关部门协同开展校园及校园周
边食品安全开学检查、专项检
查、飞行检查、食品安全宣传
周、食品安全进校园、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

《提案》指出，许多学校存
在监管缺位，处罚不严厉、食堂
的食材供应链缺乏透明度、卫
生条件堪忧等突出问题。为了
破解上述问题，《提案》也提出
了相关建议，比如建立透明的
食材供应链制度，制定最严谨
的标准；加强食堂卫生管理，落
实最严格的监管；强化监管力
度，落实最严厉的处罚等。

据悉，截至今年5月 13日，
广东共有各类学校食堂 28759
家，向学校供餐的校外配餐单

位276家，校园周边餐饮服务单
位25423家，校园周边食品销售
单位21820家。

答复表示，校园食品安全一
直以来都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工
作重点，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
场监管局）牵头成立校园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包
括教育、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并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纳入其
他职能部门参加，各相关部门都
有对应的职责分工，强化协调联

动，共同负责抓好学校校园及周
边食品安全工作。

广东的制度建设比较完
备。近年来，省食药安委推动
出台《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
制定《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与
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
省食药安办印发《广东省校园
食品安全职责》，省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印发《关于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管理档案建立规范工作
指引》等制度，指导全省各地各
部门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广东将校园食品安全列入飞行检查重点
涉食品安全违法企业负责人终身禁业

文/薛江华 邵启文

连日来，昆明一
学校“臭肉事件”引
发社会对校园食品
安全的广泛关注。
在今年的广东省两
会上，民革广东省委
员会提交了《关于加
强校园食品安全监
管的提案》（以下简
称《提案》），日前，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联合省卫生健康委、
省教育厅等单位的
联合答复中发现，广
东一直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问题，规定对
危害食品安全的违
法企业主要负责人
等进行严厉处罚，实
行从业禁止、终身禁
业。下一步，有关部
门将把校园及周边
地区列入日常检查、
随机抽查和飞行检
查的重点地区，同时
推动建立与广东监
管实际相适应的专
业化监管执法队伍，
确保有足够的检查
人员履行检查责任。

已构建食品安全“闭环”监管模式2

推动建立数量相当的专业化监管执法队伍3
相关部门督促学校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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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粤交综报道：今年国庆假期，
韶关阅丹公路沿线迎来大批游
客，走碧道、乘竹筏……这是广东
推动“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生
动实践。日前，在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大会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被评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成效突
出单位，广东“交通与旅游等产业
融合发展”被评为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成效突出任务。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交通与旅游等产业融
合发展”试点任务实施过程中，广
东开展了交旅融合、加大跨境电
商仓储物流发展力度、推动新能
源等交通产业发展等三方面的探
索实践，将公路运输、城市公交运
输、轨道运输、水上客运等多种交
通方式与旅游、生态修复、现代物
流、新能源技术等产业深度融
合。截至目前，建成了以韶关阅
丹公路、河源“龙川 1 号公路”为
代表的特色旅游公路和梁金山、
大槐等特色服务区，路衍经济蓬
勃发展。

此外，去年以来，广东交通
“枢纽服务效率提升”等试点任务

通过国家验收。
在“枢纽服务效率提升”试点

任务中，广东共填补了 13个领域
空白，破解 10 项行业重难点问
题，取得制度创新突破。其中，广
州白云站建设为亚洲最大的TOD
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南沙港区四
期建成全球最大的堆场平行布局
侧面装卸全自动化码头，打造全
球最大的北斗导航无人驾驶 IGV
车队，形成国际领先的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成套设备与控制技术。

在“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
展”试点任务中，沈海等高速公路
改扩建工程推进智能制造，首创
桩梁一体智能造桥机快速施工，
建设光伏智慧梁厂，形成高速公
路改扩建关键技术指南。

在“智慧交通建设”试点任务
中，南沙大桥、乐广高速具备车路
通信和多种场景的车路协同技术
应用能力……广东开启高速公路
智能化管理新时代。

来自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数
据显示，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引领
下，广东交通强省建设成效显著，
涌现出四个“一流”：一流设施、一
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

●截至今年 9 月，广东公

路通车总里程约 22.3 万公

里，其中高速公路超 1.16万
公里。广东高速公路通车总
里程连续 10 年全国第一

●广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 1397公里，全国第一
●2023 年，广东集装箱吞

吐量7209万标箱，全国第一

●2023 年，广东高速公路

车流量共计 26.58亿车次，
全国第一

●2023年，广东机场完成旅

客吞吐量 1.4亿人次、货邮吞

吐量371万吨，均居全国第一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居全

国前列，2023年广东公路水路和
省管铁路完成投资均创历史新高

第四届中国美术奖获奖名单出炉

75年首次！广东摘中国画金奖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10月24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美术奖颁奖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广东
美术界捧回一金一银一铜佳绩——罗玉鑫《休戚与
共》获中国画金奖，沈璐《旌旗》获综合画种（连环
画）银奖，冼子予、冼一凡《点点繁星》获中国画铜

奖。这是全国美展创设75年来广东首次摘
得中国画金奖，实现历史性突破。

历史性突破源于厚积薄发

作为中国主流美术界最高奖
项，本届中国美术奖获奖作品从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
下简称“美展”）参展作品中评选
产生。“这是全国美展创设 75 年
来，广东首次获得中国画金奖。”
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
席林蓝表示，这一历史性突破的
成绩，彰显了广东在更高水平推
进文化强省建设中的新气象。

林蓝认为，从本届美展的作
品中可以看出，广东艺术家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
挖掘现实生活题材，与人民建立
深厚的情感联系，从中获得创作
的灵感和动力。当“80 后”“90
后”逐渐成长为艺术创作的中坚
力量，他们用全新的视角和手法
表现主题，努力创作出符合当代
审美情感的艺术作品。

中国画金奖得主、广州画院
专职画家罗玉鑫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休戚与共》延续了她对生态
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主题的持续关注和系列创作。
作品从中国画“鱼藻图式”等传统
美学中汲取养分，通过对极地生
态与动物的拟人化想象和精致描
绘，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造型与风格，唤起人们对地球环
境保护的意识。

“今天的中国画比传统更深
刻，不仅描绘现实，还要警示现

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艺委会
主任尚辉认为，《休戚与共》代表
着当代中国画近年来题材探索的
方向和成果。“可见当代花鸟画的
视野，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代文人
花鸟画的范畴和所居之地。”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于洋谈到，《休戚与
共》将传统工笔画的走兽翎毛画
法与现代图式相结合，既有意味，
也充满了趣味。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沈璐连
环画作品《旌旗》获综合画种（连
环画）银奖。这是这位“85后”画
家第三次摘取五年一度的中国美
术奖。该作品描绘新时代藏民庆
祝新中国华诞的故事，题材源于
沈璐对民族文化、历史和故事的
持续关注。创作十余年来，她一
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和方
法，把美好的情感融入作品当中，
探索生活和人性。

“冼村人画冼村”让利用业余
时间坚持创作的冼一凡、冼子予
父女圆了艺术梦。他们的《点点
繁星》呈现出大湾区主要城市经
济发展、生活安定的繁华夜色。
生于广州城中村，他们见证了不
少外来人员在这片热土上的奋
斗。冼一凡说：“我们特意在城市
上空画上飞机，寓意游子在外打
拼。这些奋斗在外的无数个体，
如点点繁星，共同点亮这个时代
的璀璨夜空。”

“高光时刻”源于厚积薄
发。近年来，广东着力推动文
艺精品创作、创作平台搭建、
人才梯队培育，努力实现出精
品、出人才的目标。广东省文
联党组书记王垂林表示，广东
以申办、承办本届全国美展中
国画作品展为重要契机，推动
广东的艺术创作、文化供给高
水平、高质量发展。

办展是手段，发掘和推出
一批好作品、一群好创作者才
是目的。“从筹备阶段起，广东
的美术家们创作热情、创新意
识就被充分地激发，（大家）踊
跃发掘本土的文化资源，紧密
结合时代精神展开创新，形成
了极为热烈的创作氛围。”林
蓝说。

本届中国美术奖，广东成
绩名列全国前茅，除摘取一金

一银一铜外，整体入选和进京
作品数均名列前三；在最重要
的中国画展项上，广东进京作
品14件，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文艺创作的答卷最终离
不 开 广 大 观 众 、受 众 的 评
阅。以广州举办的中国画作
品展为例，展览在不足两个
月间，吸引了全国近百万观
众到馆观展，甚至成为不少
海外旅客到穗观光的第一
站。“本次展览是我们新馆启
用后，首次举办国家级大型
美术展览。”广州艺术博物院
院长罗奇介绍，展览对该馆
参观人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作用，其间举办的 30 多场导
赏活动，预约名额一经放出
均被“抢光”。

林蓝表示：“这种高关注
度体现在多元的宣传工作带

来的广泛效应，在主流传播的
基础上还有自媒体的用户平
台，形成了二次传播效应，为
全国美展取得了极佳的传播
效果。”据悉，广东在承办过程
中，发挥传媒大省的优势和力
量，积极营造全城热烈的艺术
氛围，联动中央和省市媒体、
专业和大众媒体、国内和海外
媒体，宣传策划、传播效果引
领全国各大展区。

“本次全国美展展项、展
区的申办承办过程中，广东
创造的多项经验被中国美协
在全国推广。”王垂林表示，
本次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
极大地活跃了大湾区城市文
化艺术氛围，增强了美育的
浸润作用，为全国美展提供
了广东经验，彰显了广东先
行先试的力量。

广东美术界捧回一金一银一铜

“交通+”出一流
广东路衍经济蓬勃发展

交通强省建设“成绩单”亮出

● 深 中 通 道 创 造十个
“世界之最”，“港珠澳大桥
跨海集群工程”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世界跨
海工程提供中国经验和广东
方案

●深圳港、广州港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全球第
四、第六。以深圳港、广州港
为核心的国际航运网络不断完
善，共开通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

超450 条，通达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地区）和300多个港口

多项“全国第一”

世界领先

数
说

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在广州展出，吸引众多观众（左一为《休戚与共》，左三为《点点繁星》）
文三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