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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宗苗淼）河北怎样才能建成更多“舌尖上”的“百年老店”？6日，河北省工信厅组

织的全省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培训会在石家庄召开，来自全省食品行业重点企业及行

业主管部门等130多位核心人物，在此共同探讨河北食品工业企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新华社电 记者6日从住房

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平台已全面投入使用，使

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据了解，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6月末全部接入平台，自

7 月 1 日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

理。这能达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的目标，提升了住房公积金

服务效率。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跨区

域就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

手续齐全、符合转出地相关规定的

情况下，向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提出申请，即可通过平台办理

转移接续业务，解决了过去职工往

返奔波、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等问

题，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有效

性。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

台除了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资

金安全、快捷转移外，还实现了职

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业务信

息的接续，有利于转入地中心及时

为职工提供贷款、提取等相关服

务，充分保障了职工权益。

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7月6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创新中心的太库（大厂）孵化器创业企业员工在交流产品研发经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下，大厂回族自治县在产业新城建立创新中心，重点吸引科技服务平

台和科技创新企业入驻，打造总部商务产业集群。该创新中心目前已有11家总部经济项目签约入

驻，涵盖人工智能、游戏制作、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 新华社发

“百年老店”
还要靠“诚信”坚守

2017年，我省将逐步拓展食品工业企业诚

信体系建设的领域和规模，在全省乳制品、肉

制品、葡萄酒、饮料、调味品、罐头、方便面、发

酵制品、植物油及油脂制品、冷冻食品、白酒、

稻谷加工等行业全面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在

开展诚信评价，完善诚信奖惩机制方面，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已列入《河北省食

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和《市级政府

质量兴省和名牌战略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成

为市级党委政府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

要指标之一。研究制定诚信奖惩制度，建立对

诚信企业在食品储备、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

公共服务、项目核准、技术改造、融资授信、资

金扶持、信用担保、名牌评选、社会宣传的鼓励

机制，对失信企业失信曝光、分类监管、市场退

出等惩戒制度，实行违法失信企业“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给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企业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违法失信企业将“处处受限”

据了解，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省食品工业

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截

至目前，已有43家企业通过诚信体系评价并获

得了证书，45家企业开展了诚信管理体系建设

及培训，近期将组织评价。葡萄酒和乳制品试

点企业已全部完成评价，累计培训企业1100家

次。

据悉，我省食品工业企业已初步形成了农

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为主的较为完整的食品工业体系，拥有

了51个中国驰名商标、249项河北省名牌产品、

209项河北优质产品、166项河北省著名商标，

形成了今麦郎、五得利、汇福、奥开、君乐宝、养

元、蓝猫等一大批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品

牌产品，4家企业进入了中国制造业500强，乳

制品产量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方便面、葡萄

酒分别位居全国第 2 位和第 4 位，一大批食品

工业重点企业竞争力逐步增强。

诚信建设助推河北食品大省变强省

近年来，地沟油、瘦肉精、速生鸡、过期肉等

事件无不牵动着消费者的神经，而为求长远发

展的食品工业企业也在不断汲取教训，一方

面，更加关注企业自身的道德及诚信建设，

另一方面，在人员、设备、环境、管理方面也

在着力提升，从而将加工环节农兽药的残

留、化学物质和微生物的污染等危害大大降

低，达到安全水平。

“通过扫个二维码，就能对我们奶粉的生产

及质量追根溯源。”会上，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其诚信管理制度，通

过严控自有牧场奶源、严苛的供应商选择模式、

严谨的工艺配方标准、严密的检验检测流程、严

实的全产业链保障、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来确

保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质量安全，让消费者放心。

会上，滦县伊利乳业有限公司、香格里拉

（秦皇岛）葡萄酒有限公司、河北滦平华都食品

有限公司等也分别就自身开展诚信体系建设、

品牌建设等情况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典型发

言。与会企业普遍反映，诚信体系对企业管理

水平、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以及品牌建设方面的

有巨大提升作用。

诚信体系挑起食品工业大梁

大厂：打造总部商务产业集群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

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在达到 2014 年

41.68 公斤的历史高点后，掉头向

下，已出现连续两年回落现象，目前

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已降至 2016 年

的38.44公斤，社会猪肉需求总量明

显下降。而另一方面，优质猪肉却

供不应求。

黑龙江省伊春市益灵森林食品

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林下散养生猪

的企业。公司董事长李丽丰说，他

们每年饲养“森林猪”１万头左右，

主要是私人订制，客户分布在哈尔

滨、北京、唐山等，因价格相对合理，

一直供不应求。

“这一系列的信息显示，我国猪

肉消费需求正进入‘量减质升’阶

段，但当前的高端猪肉价大多数普

通家庭难以承受。如何更好地提供

价格合理的优质产品，是生猪养殖

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有关专家说

道。

农业供给侧改革新挑战：
如何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猪肉

记者采访发现，多方因素叠加

导致了这一轮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供给量增大。在某养殖公

司负责人范钰明看来，这一轮猪价

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猪太多了”。

“因为行情太好，从前年开始，许多

养殖户尤其是一些大型养殖企业纷

纷补栏，产能快速扩张。”范钰明说，

他虽然没有扩张，但这两年，猪场也

一直在满负荷运转。

江西省养猪行业协会理事长王

冬新的公司这两年能繁母猪增加了

1000 头，每月出栏量增加了 2000

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国猪肉产量 1468 万吨，增长

0.2％。

——消费量减少。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习惯逐渐

改变，猪肉在一些家庭日常肉类消

费中的比重正在下降。

哈尔滨市民李欣说，以前天天

吃肉，现在一个月吃不了几回肉。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健身爱好

者，很多消费者的食谱上，被认为

“脂肪多、热量高”的猪肉正被鸡胸

肉、牛肉等代替。

哈尔滨地利生鲜连锁超市司徒

店值班班长李金明告诉记者，现在

一天能卖 200 公斤左右猪肉，相比

一年前，每天销量减少三分之一左

右。

——饲料价格低。作为养猪主

要成本的饲料价格一直低位运行，

也让猪价难以上涨。根据农业部６

月份第３周全国畜产品和饲料集贸

市场价格的数据，全国玉米平均价

格每公斤 1.9 元，同比下降 7.3％。

全国豆粕平均价格每公斤3.2元，同

比下降７％。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

价 格 每 公 斤 2.96 元 ，同 比 下 降

3.9％。

“因为饲料价格低，虽然这半年

猪价下降得很厉害，行业还能维持

盈利，但如果继续下跌，就会陷入行

业性亏损了。”有关专家分析说。

猪价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猪太多了”

据新华社电 来自农业部的国

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监测数据显

示，2017年第26周，即6月26日到7

月2日，我国猪肉价格在持续9周下

跌后略微上涨，周均价每公斤19.89

元 ，环 比 涨 0.9％ ，但 同 比 下 降

24.3％。

全国生猪生产大县黑龙江省望

奎县养猪大户邵军已养了19年的生

猪，目前存栏量110多头。谈起近期

的生猪价格，邵军清晰记得春节之

前达到最高每公斤 17.2 元，春节之

后开始一路下跌，目前每公斤 12.8

元。“从1月末到6月末，生猪价格每

公斤降了4元多，接近盈亏平衡点。”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猪肉

价格市场分化明显：普通猪肉价格跌

个不停，一些品牌肉价却稳如泰山。

北京市民杨女士说，自己从没感受到

猪肉价格下跌。家门口的超市里有四

个品牌的猪肉：鹏程、中粮、精气神黑

猪、壹号土猪，价格常年不变，只在超

市有活动时偶尔打点折，赶上过年过

节价格还会上涨，“比如鹏程的小里

脊，常年都是每公斤80元左右。”

猪肉价格连降９周 同比跌幅接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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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猪肉消费进入量减质升阶段

农业供给侧改革新挑战:
如何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