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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新措施支持潍坊国家农综区发展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3月28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进一步支持潍坊国家农综区发展，适应新形势
下潍坊农业对外开放要求，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潍
坊国家农综区联合潍坊海关，研究出台支持潍坊国家
农综区发展10条措施，具体如下：
  一、支持试点出口食品农产品智慧监管快速核放
体系。加强与济南海关对接，在潍坊国家农综区试行
出口食品农产品智慧监管快速核放体系，推进食品农
产品出口通关便利化试点。明确专门机构、全程跟踪
指导，为企业提供便捷精准化服务，切实提升食品农
产品通关效率。
  二、支持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跟踪对接潍坊
国家农综区重点投资建设项目，精准开展政策宣讲，
确保税收优惠应享尽享，支持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
院“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平台”、国家现代蔬菜种业
创新基地等涉农研发平台建设。
  三、优化高级认证企业激励机制。针对潍坊国家
农综区企业实施信用精准培育，加强对外推荐注册培
育力度，优先对高级认证企业开展对外推荐注册，推

动与商务、税务等部门出台联合激励措施，赋予高级
认证企业更多政策红利。
  四、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参与单耗管理模式试点。
加强政策宣贯和培训，积极推荐改革试点企业，优化
报核前申报流程，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加工贸易改革政
策红利。
  五、支持申建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等指定监管
场地。根据建设需要提供政策指导，争取上级部门支
持，按照总体申建计划提供针对性帮扶，助力打造新
的对外开放平台。
  六、畅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云签发”等便
企措施。通过实施优先查检、“5+2”预约查检和检
验检疫证书自助打印等措施，进一步提高鲜活易腐农
食产品、农业机械、农药、化肥等涉农产品进出口通
关效率，压减企业运营成本。
  七、支持建立助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机
制。共同开展国外技术壁垒对农业出口的贸易影响
统计调查，积极开展国外重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信
息收集、研究解读、风险预警、技术支持等工作；
共建潍坊食品农产品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涉

农企业提供精准的咨询、指导、培训服务，积极开
展对外交涉磋商，减轻或消除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对
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服务食品农产品扩大
出口。
  八、提供容错纠错、守法便利通道。加强主动披
露制度政策宣传，对符合主动披露要求的企业依法从
轻、减轻或不予行政处罚，依法减免缴纳税款滞纳
金，对符合要求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
况的记录。
  九、支持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通关（潍
坊）便利区。对标《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流通体
系建设管理规则》，按照“集检验、检疫、通关、信
息化为一体‘一站式’服务”的基本要求，依托寿光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配送中心，完善通关便利区
配套功能，为通关便利化提供支撑。
  十、支持对海关统计服务的需求。加强对潍坊国
家农综区外贸重点行业、重点商品、主要市场、新兴
业态的常态化监测分析，围绕外贸热点、焦点问题开
展专题分析研究，提供相关统计服务，共享有关数
据，加强海关统计数据解读。

靠“卖惨”带货 消费善意卖相可憎
□本报评论员 于哲

  “身世悲惨”的女孩坚强生活，“动人故
事”的背后是早已设定好的剧本；打着“助农”
旗号售卖的“大凉山原生态农产品”，实际是
从批发市场低价采购来的……近日，四川省
凉山州昭觉县人民法院对“凉山孟阳”“凉山
阿泽”案一审宣判，8人因虚假广告罪被判处9
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
至10万元不等罚金。    （据新华社）

  直播时代，“卖惨营销”是其中的一个毒
瘤，屡屡刺痛公众眼球。
  据悉，“凉山孟阳”是四川大凉山最早走红

的网红之一，此前因拍摄“卖惨视频”收获不少人的
关注，在某短视频平台曾拥有300多万粉丝。在其发
布的视频中，自称父母双亡，家中还有几个弟妹需
要自己拉扯；她穿着破旧的衣衫，身后的房屋残破
不堪……此后，网友实地探访发现，其“父母双亡”
系编造，家中残破不堪的房屋也是摆拍。
  “相同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父母双
亡”的农村女孩、为“病重”爷爷打工赚医药费
的少年、被继母限制自由的“苦情女”……卖货
主播以包装的人设，搭配着精心设计的文案，利
用粉丝的善良和同情心带货，不少博主靠“演
技”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这类吸睛又吸金的“卖惨营销”，不仅损
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破坏了网络空间的清朗，更损
害了社会的信任基础。许多消费者表示，现在只要
看到部分地区的带货主播，都会心存疑虑。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近年来，助农直播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部门在出台支持
措施让助农直播发展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的同时，
也要依法加大对虚假助农、“卖惨营销”等行为
的打击力度，只有通过严厉、彻底的法律惩处，
才能让这些肆无忌惮的行骗者明白，妄图通过投
机取巧、虚假宣传走“致富捷径”，只会是歧途
和深渊。同时，各直播平台作为第一关口，要加
强事前资质审核与持续监督，一经发现此类行
为，应立即关闭其账号。普通消费者也要擦亮双
眼，对互联网上的“卖惨营销”提高警惕，切勿
同情心泛滥“冲动消费”“同情打赏”，导致自
身权益受损。
  营销不是浮夸的表演，商业活动应有底线思
维，坚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用健康手段创新
营销，不要让消费者的“真情”为“卖惨”买单。

联合国世界地质公园增添6个中国“新成员”
中国目前已拥有47个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全球之冠

  新华社内罗毕3月27日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7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布的最新食物浪费指数报告
显示，2022年全球浪费了10.5亿吨食物，食物浪费和
损失令人担忧。
　　3月30日联合国“国际零废物日”前夕，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发布了《食物浪费指数报告2024》。报告
说，2022年全球人均浪费食物132公斤，占消费者可
获得食物总量的五分之一。目前，世界上仍有约7.83
亿人遭受饥饿，这些被浪费的食物用“最保守评估”
测算出的可食用部分，可为世界上受饥饿影响地区的
每个人每天提供1.3顿饭。
　　报告说，食物浪费并不是仅仅出现在那些富裕国
家，实际上无论收入水平高低，食物浪费程度都相当
严重，发生在家庭中的食物浪费情况尤其严重。2022
年，全球浪费的食物中，60%来源于家庭层面，此外
饮食服务行业占28%，零售业占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新闻
公报中说：“食物浪费是一个全球性的悲剧……这不
仅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问题，而且正在给气候和自然造
成巨大代价。”
　　报告数据显示，食物损失和浪费造成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占全球年度排放量的8%至10%，是航空业排放
量的5倍。报告建议制定政策，在各个层面解决食物
浪费问题，并将其纳入应对污染、气候变化和栖息地
丧失的国家行动计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21年发布第一版食物浪费
指数报告，之后不断扩大全球数据采集点。最新发布
的这一版报告不仅聚焦于食物浪费的测算，而且更关
注有效降低食物浪费的方法。

联合国报告：

2022年全球食物浪费超10亿吨

  新华社巴黎3月27日电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27日批准
18个新的地质公园列入世界地质
公园网络名录，其中包括长白山
等中国的6个地质公园。
　　至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总数达到
21 3个，分布在48个国家。其
中，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
全球之冠。
　　教科文组织当天发布的新闻
公报称，新增的世界地质公园分
别位于中国、巴西、克罗地亚、
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希
腊、匈牙利、波兰和葡萄牙。此
外，还有一个地质公园跨越比利
时和荷兰两国。
　　其中，此次列入名录的6个中国地质公园分别
是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
地质公园、临夏世界地质公园、龙岩世界地质公
园、武功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兴义世界地质公园。
　　关于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教科文组织在新闻
公报中描述道：“长白山是数百万年来保存最完好
的复合型火山之一，完整记录了火山形成的全过
程，为研究火山形成机制创造了条件。长白山顶的
天池是东北亚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火山口湖，景
色美不胜收。”
　　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部门负责人克

里斯托夫·范登贝格2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不仅保护地质遗产，也强
调地质遗产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
　　他表示，中国不仅拥有众多地质景观，还将其
与当地发展联系起来。中国积极接受和促进教科文
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念，目前已拥有47个教科文组
织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全球之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标识创建于
2015年，用于认证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地质遗产。
地质公园将重要地质遗产保护与公众宣传和可持续
发展相结合，为当地社区作出贡献。

游客在长白山天池参观游览（2024年3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