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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兵、张静琳之女刘梓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610340386）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鑫泰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10204305479884Q）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登州执业医师执业证书（证号：141610221000046）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艳婷执业医师执业证书（证号：110610290000031）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耀州区南北风味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610221600000039）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海鸽贸易有限公司的陕B·5 9 4 0 8 ( 证号：

610204013416)、B·59936(证号：610204013376)、B·59200(证号：

610204013379)、B·59371(证号：610204013378)、B·59269(证号：

610204013381)道路运输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在全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国际粮食市场频
繁大幅波动下，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如何？最低收购
价政策如何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应急保障体系建
设情况怎样？在国务院新闻办11日举行的“权威部
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有关负责人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粮食市场运行平稳、粮食安全保障有力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
总体形势如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丛亮说，目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
线，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实现“十
九连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口粮
自给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率在95%以上，人均粮
食占有量大概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
安全线。
　　粮食市场运行平稳。近年来，受疫情延宕、经济
下行、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粮食市
场波动较大。与之相比，我国粮价总体保持平稳，粮
食市场始终保持充足供应，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消
费需求。
　　粮食流通高效顺畅。持续加大仓储物流现代化建

设，全国标准粮食仓房完好仓容近7亿吨，仓储条件总
体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粮食物流网络更加健全。粮食
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粮食储备数量足、质量好，
有效发挥了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的关键作用。
　　丛亮说，今年将组织实施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不断提
高粮食安全依法治理水平，加快推动粮食安全立法
进程，力争早日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储备安全
管理条例等；深入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推动收储制度改革、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
价，广大农民群众对此十分关心。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卢景波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市场形势新变化，国家积极推动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坚持并完善小麦和稻谷最低收
购价政策，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
重，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粮食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为稳定口粮生产，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
供求、国内外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国家适当提高
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其中小麦最低收购价
已连续三年提高，早籼稻连续四年提高，之前中晚籼

稻也连续三年提高，有利于保障农民的种粮利益，坚
定农民的种粮信心，促进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供应
稳定和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
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有关部门将及时批
复在符合条件地区启动托市收购，进一步发挥好政
策托底作用，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构建粮食应急保障、与大国地位相称

　　应急粮食保障直接关系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
丛亮表示，我国基本建立了涵盖储运、加工、配送、供
应等全链条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到2022年底，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584
家、应急储运企业4846家、应急配送中心3542家、应急
供应网点56495个。应急加工能力每天可达到164万
吨，能满足全国人民2天的需要。
　　丛亮说，当前我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仍存在薄
弱环节，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备，应急保障资源布局
还不平衡，现有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资源有效利用还
不够充分。对此将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努力构建
数量充足、结构优化、布局广、管理精、调运快的国家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推动尽快完成《国家粮食应急预
案》修订，从各方面补齐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短板。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 顾天成
 李恒）哮喘、睡眠障碍、脂肪肝、高血压……
这些疾病竟然都与肥胖密切相关。5月11日
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疾控机构营养专家提示，
超重肥胖会给人群带来慢性病风险，极大影
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的理念应贯穿全生命
周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营养状
况改善，居民超重肥胖问题有所凸显，慢性病
患病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居民营养与
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城
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上升，6至17岁、6
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
和10.4%。
　　预防肥胖，认识先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研究员丁彩翠介绍，一个
人是否肥胖，并不单纯由体重决定，目前最常
用的科学衡量指标是身体质量指数（BMI）。
我国18至64岁健康成年人的身体质量指数正
常范围为18.5至23.9，大于等于24为超重，大于
等于28为肥胖。儿童青少年则可参照我国卫
生行业标准《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
查》提供的标准进行判断。
　　部分公众十分关心如何才能保持健康体
重。专家指出，科学饮食是关键，坚持运动是
保障。
　　在饮食方面，要平衡膳食、食不过量、吃动
平衡。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基本原则，建议
每天摄入至少12种食物。膳食类型应包含谷
薯类、蔬菜和水果、动物性食物、大豆类和坚
果、烹调油和盐共计5大类，可按照《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22）》提供的指引，将五大类食物
由多到少进行搭配。
　　在运动方面，对于18岁以上成年人，建议
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
钟高强度有氧活动，每周至少进行2天肌肉力
量练习。对于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建议每
天进行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到高强度的身体
活动，每周至少进行3天肌肉力量练习和强健
骨骼练习，每天视屏时间累计小于2小时，鼓励
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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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
潘洁 谢希瑶）今年是自贸试验区建
设十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11日表示，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先行
先试优势，积极探索稳外贸稳外资新
思路，努力培育增长新动能，为全国外
贸外资平稳发展作出贡献。
　　束珏婷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贸试验区主要
从强化制度创新赋能发展、聚焦重点
产业促进发展、提供精准服务保障发
展、畅通物流通道服务发展等四方面
促进外贸外资发展。
　　广东自贸试验区实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签
证无纸化申报，快件、易腐品出口6小
时内放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深入实施

“全球营运商计划”，支持总部企业叠
加新型贸易、资金管理等复合型功
能……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
根本动力，精准施策推动发展优势产
业，有力促进外向型产业发展。
　　多地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外贸外资

企业“白名单”、服务台账等，加强生产
经营服务保障；积极强化国际物流通
达能力，创新推动物流、运输、通关便
利，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上海、安徽
等自贸试验区联合开展“长三角海关
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改革”，跨境
贸易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云南、四川、
陕西、广西、湖南、重庆等自贸试验区
与地方铁路局合作推进中老铁路多式
联运“一单制”，促进国内国际物流
畅通。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自贸试验
区外贸外资实现较快增长。21个自贸
试验区进出口额1.8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6.6%，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实
际使用外资719亿元，同比增长22.1%，
高出全国17.2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
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占21个省

（区、市）的比重分别为19.4%和18.1%。
　　“今年是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
商务部将举办系列活动，帮助国内外
企业更好了解自贸试验区创新举措，
共同把握发展新机遇。”束珏婷说。

自贸试验区助力外贸外资平稳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
 潘洁 谢希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束珏婷11日表示，愿同中亚各国经贸
部门一道，以中国－中亚峰会为契机，
巩固和发展贸易投资良好势头，推动
中国－中亚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国－中亚峰会将于5月18日至19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束珏婷11
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多年来，持续
深化务实经贸合作，构建了内涵丰
富、充满活力、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
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合作成果。
　　制度安排日臻完善。2022年，中
国与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中亚
合作机制框架内，六国经贸部长于今
年4月18日举办了“中国－中亚五国”
经贸部长会议，就贸易投资、数字经
济、绿色发展、互联互通、多边以及地
方间合作交换意见。
　　截至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均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制定

了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签订投资保
护协定，经贸合作机制日趋完备。
　　贸易发展量质齐升。2022年，中
国与中亚五国提前实现700亿美元贸
易目标，今年1至3月贸易额同比增长
22%，发展势头强劲。同时，贸易结构
更加优化。2022年，中国自中亚国家
进口农产品、能矿产品同比增长超过
50%，对中亚国家出口机电产品同比
增长42%，中国与中亚跨境电商贸易
额同比增长95%，近300家中亚企业入
驻中国电商平台，越来越多的中亚优
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投资合作惠及各方。截至今年3
月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
超过150亿美元，累计完成工程承包
营业额639亿美元。
　　“我们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油气
采矿、加工制造、医疗卫生、教育科
技、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一批大项
目成功落地，助力中亚各国产业升
级、互联互通和民生改善。”束珏婷
说。

商务部：推动中国－中亚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

铜川日报社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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