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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东:
任期内要一直
关注食品安全

本报3月15日讯 “任
期内要一直关注食品安全!”
连续3年来北京开会，全国人
大代表吴向东的议案始终聚
焦“舌尖上的安全”。无论是
《依托全社会力量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还是《建立食品
安全监察、监督、风险评估结
果定期公开制度》，建议的字
里行间， 都是他对食品安全
的深刻见解。

食品安全问题
被“妖魔化”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
先。每年来北京开会前，吴向
东除了走访调研， 还会通过
微信向基层百姓征集关于食
品安全的意见建议。这些“接
地气”的声音，不断加深他的
担忧。他发现，近年来频发的
食品安全事件， 不仅对群众
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更造
成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度下滑。“食品安全问题被
‘妖魔化’， 既极易牵动公众
敏感神经， 引发社会情绪波
动， 又容易对食品生产企业
造成覆灭性打击， 蔓延全产
业链，从而造成更大范围、更
具体的社会问题。”

出于这种担忧， 吴向东
持续为食品安全呼吁。 他建
议， 要突出抓好食品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管，
以增强国民信心， 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加大对违法者
处罚力度

今年两会， 吴向东关注
的是惩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的“法律漏洞”。他在调
研中发现， 我国《食品安全
法》、《药品管理法》 的出台，
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均
加大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的惩处力度， 对于防控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起到了
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一些人
“钻法律的空子”， 食品药品
制假售假猖獗。“必须加大对
违法者的处罚力度， 增加违
法者的违法成本。”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生
产、 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
的行为即构成犯罪， 这样才
能从根本上真正扼制此类行
为的发生。” 吴向东说，现行
法律均把“已经造成”或“足
以造成” 一定的危害后果作
为立案标准， 显然不能有效
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此外，
《刑法修正案八》将罚金刑修
改为无限额罚金模式， 对罚
金刑不设定上、下限额，难以
体现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
性原则。

■记者 蒙志军 张春祥

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回应“在很多国际事务上中国仍然在搭便车”时称：

中国不是“搭便车”而是一起推车

“当前， 中日关系的确比
较困难，根子还是在于对那场
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并能否
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

【中日关系】
日本领导人应担负起
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记者：今年是战后70周年，我想了解总
理的历史观。 另外到日本的中国游客现在
有所增加，在日本购买很多东西，但是到中
国的日本游客比以前减少， 日本的对华投
资也减少，您怎么分析这种现象？如何看待
中国有关70周年的纪念活动， 包括大阅兵
给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带来的影响？

李克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不仅中
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开展多种形式的
纪念活动，目的是要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
悲剧，不让历史重演，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和战后国际秩序及一系列国际法，以维系
人类持久和平。

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根子
还是在于对那场战争、 对历史的认识，并
能否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一
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
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
来的历史责任。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
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给我们带来
了巨大的灾难， 最终日本民众也是受害
者。在今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认为
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
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且保持一贯，改善
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也自然会
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月15日，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
者问，就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一一
作了回应。

“
【中美关系】
“压舱石”会更沉更稳

“要说中国搭便车，这么大的块头搭谁的便车？中国是和大家一起
推车。”

记者： 近期我们注
意到国际上有一种看
法， 认为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一方面挑战了美国的领
导地位， 另一方面在很
多国际事务上中国仍然
在搭便车， 请问您怎么
看待这样的看法？此外，
对于推进中美关系，我
们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李克强：首先，关于
中国是不是最大的世界经
济体。 我在国外也经常听
到这种说法，总是有被“忽
悠”的感觉。因为按照国际
权威统计， 中国也就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
的是，按人均GDP，我们
是在世界80位以后。就在
前不久的春节前， 我去中
国西部一个农村， 连走两
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
在四面透风的破瓦房里，

儿子40多岁了，因为穷还
没有娶上媳妇。 再到另一
家，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
学生， 但是他的妹妹为了
让哥哥更好地念书， 春节
还在外面打工没有回家。
我看了确实很心痛。 这样
的例子还很多， 如果按照
世界银行的标准， 中国还
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
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把自己的事办
好，保持合理的发展，本
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
献。 而且中国还在越来
越多地承担应尽的国际
责任和义务。 要说中国
搭便车， 这么大的块头
搭谁的便车？ 中国是和
大家一起推车。

中国以发展为第一
要务， 需要一个和平的
国际环境。 讲到中美关
系， 这是最大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间

的关系。 我们愿意构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
国关系。 今年习近平主
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 相信会进一步
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毋庸讳言， 中美之
间存有分歧， 但更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 妥善处
理分歧， 可以着力扩大
利益的交汇点。 这里面
有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
我们正在推进中美投资
协定谈判， 它是以准入
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为基础的， 这本身就是
打破双边经贸合作的天
花板， 开辟发展的新空
间。当然，谈判会有个过
程，但它向中美、向世界
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就
是中美经贸关系会更加
密切， 这个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会更沉更稳。

3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图为一位记者
在提问。 新华社图

记者： 我的问题和
香港民众关心的政改问
题有关。 现在距离政改
投票越来越近了， 但是
中央领导人近期不断作
出强硬的表态， 这使很
多人对政改方案通过并
不乐观。您在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提
到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
本法办事， 请问这是否
意味着中央会进一步收
紧对港政策？ 两地之间
文化和经济交流等方面
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不
会增加一些变数？

李克强：“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这是
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有人担心中央政府会不
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
这是不必要的。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讲到，要严
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
事， 本身就说明要一以
贯之地把“一国两制”实
施好、贯彻好。因为“一
国两制” 写进了宪法和
基本法， 宪法和基本法
共同构成了特别行政区
的宪制基础， 基本法也
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实行
的制度。“一国两制”是
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

愿，不能随意改变。我说
这些话， 可能有些人听
起来感觉到像是字斟句
酌， 因为你问了一个涉
及法律的问题， 我必须
认真地回答。

中央政府会继续支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也
会继续加大对香港的支
持力度，继续发挥香港在
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使香
港、内地在交流合作当中
都更多受益，进一步深化
经贸和文化交流，使两地
民众都满意，增进两地人
民的福祉。 ■据新华社

【对港政策】
“一国两制”不能随意改变

“
“中央政府会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

政，也会继续加大对香港的支持力度。”

【两岸关系】
在对外开放中， 我们会先一
步对台湾开放

记者： 去年在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
影响到两岸经济合作的进程。在大陆经济
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在大
陆的台商也遇到一些经营和发展上的困
难。请问大陆在继续促进两岸经济合作过
程中有什么策略，可以让台湾的企业家和
台湾一般民众更优先而切实地感受到大
陆发展的机遇？

李克强：两岸是一家人，是骨肉同胞。
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会给两岸
经济合作创造基础，扩大空间。对推动两
岸经济合作来说，需要“两个轮子”一起
转。一个轮子就是要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的
制度化建设，比如说像ECFA（《海峡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另一个轮
子就是扩大相互开放。对大陆来说，尤其
是要重视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

这里请你传递一个带有“定心丸”的
消息，就是大陆将会继续维护台资企业和
台商的合法权益，保持对他们的合理优惠
政策。而且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会先一步
对台湾开放，或者说对台湾开放的力度和
深度会更大一些。我们欢迎台胞特别是年
轻人到大陆来创业，并且愿意推动两岸人
员交流，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

“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来
说，需要‘两个轮子’一起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