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王岱卉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 今天，省盐务局公布2016年十大

典型涉盐违法犯罪案件。其中涉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的案例4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例5个，
妨害公务罪的案例1个。

十大案件中，以工业盐、未加碘原盐、饲料添加剂氯化
钠等冒充食盐违法生产销售现象突出。具体包括淄博王某宁
等14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枣庄市台儿庄
姚某等6人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青岛市平度赵某
新、邱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日照市五莲刘某忠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滨州市博兴谢某防等3人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潍坊市奎文孙某田、孙某旺父子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日照市东港贾某福等4人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菏泽毕某芹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临沂王某金、王某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日照市莒县张某某妨害公务罪。

据悉，2016年全省共查处盐业违法案件27963起，查获违
法盐产品5905 . 3吨，端掉制假、售假窝点242个，移送司法机
关涉嫌犯罪案件529起。行政拘留129人，刑事拘留407人，判
刑100人。

十大案件中的淄博王某宁等14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食品案主要案情为：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12月，王某
宁在明知贾某明、郝某明用工业盐非法制售假冒食盐的情况
下，分别销售给贾某明12吨、郝某明14吨工业盐。2015年12
月2日，王某宁在向郝某明销售工业盐时被查获，现场查扣
工业盐8吨。

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贾某明将从王某宁处购进的12
吨工业盐，冒充食盐多次向周某燕、庄某、马某聪、刘某
伟、丁某孝、段某镇、郭某利、刘某玲等人销售。2015年9
月份，贾某明将1600公斤工业盐及部分制假设备转售给郝某
明，同时将其工业盐的进货、销售渠道介绍给郝某明。

2015年9月至12月，郝某明从王某宁处购进14吨工业盐，
冒充食盐销售给周某燕、庄某、马某聪、刘某伟、丁某孝、
段某镇、郭某利、刘某玲等人10余吨，至案发时，从郝某明
处查扣工业盐4 . 9吨。郝某海多次协助郝某明将工业盐冒充
食盐对外销售，累计销售8 . 4吨。

周某燕、庄某、马某聪、刘某伟、丁某孝、段某镇、郭
某利等人将购进的工业盐冒充食盐对外销售。伊某霞多次协
助周某燕购进工业盐并将工业盐冒充食盐对外销售。

2015年9月以来，石某利从段某镇处累计购进假冒食盐
200公斤，对外销售。

该案件14人中有13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缓
刑、拘役缓刑，并被处罚金。

我国初步建立传染病应急防控技术体系，防控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00种突发传染病原，72小时查明
多年前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人

们对突发性传染病有了“切肤之感”，也正
是从这一标志性事件起，我国的传染病防治
和应急体系不断完善。

７２小时快速查明３００种突发传染病原；
１２个核心实验室、９１个检测实验室和８００多
个哨点医院组成的跨部门、跨地区传染病监
测技术网……记者２１日从科技部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
初步建立传染病应急防控技术体系，突发急
性传染病防控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我国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传染病
防治专项”２００８年启动实施。科技部重大专
项办公室主任陈传宏介绍说，专项总体目标
是突破核心技术，构建艾滋病、病毒性肝炎
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体系，自主研发传染病
诊断、预防和防护产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
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治疗方案，建立与发达国
家水平相当的防治技术平台，为降低发病
率、病死率提供科技支撑。国家卫计委科教
司司长秦怀金表示，跨部门、跨地区传染病
监测技术网络为应对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Ｈ７Ｎ９流感、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寨卡热等
重大突发疫情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主研
发的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援非抗埃”实现
“零感染、打胜仗”的目标。

与时间赛跑挽救更多生命

７２小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短短三
天，但对于突发性大规模传染病而言，每一
分每一秒都显得尤为珍贵。与时间赛跑，越
快越能挽救更多生命。

陈传宏介绍，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
专项实施以来，已初步建立７２小时内筛查
３００种已知病原体的检测系统。针对突发不
明原因疫情中的未知病原筛查，建立了基于
宏基因组学的样本深度测序分析技术，形成
了对新病原体的识别鉴定能力。

专项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表
示，７２小时内筛检标本识别新病原，使我国
传染病检测技术和诊断试剂在前沿性、集成
性、系统性和标准化等方面明显缩小了与国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目前，我国已初步揭示了不同地区发热、
呼吸道、腹泻、发热伴出血、发热伴出疹和脑
炎脑膜炎五大症候群病原谱，分离了一大批
菌毒株，通过病原学数据的获得，深化甚至修
正了以往从临床诊断上对地区传染病流行病
原的认识，为深入研究积累了珍贵本底资料。

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表示，通
过项目实施，我国初步形成了“临床－疾控
－科研机构”的协同工作模式，锻炼和提高
了防控队伍的病原检测、分析和新病原研究
发现的技术能力，并在Ｈ１Ｎ１流感、Ｈ７Ｎ９

流感监测和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从被动应付

到主动应对的转变

疫情常有季节性，可一些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说来就来。

２０１０年８月，南京市鼓楼医院曾陆续发
现２０多例因食用小龙虾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
合征，将消费者吓得不轻。

“当年发现的病例，在国内是第一次报
道。”江苏省疾控中心食品安全与评价所所
长甄世祺说，患者发病前２４小时都吃过小龙
虾，排除了导致肌肉溶解的化学物质后，只
能归因于小龙虾。

作为一种未知的生物毒素，目前依然无
法检测。但甄世祺等人没有气馁，他和团队
至今完成共计２６００多种化合物的检测和排查
工作，形成了丰富的数据。

秦怀金告诉记者，传染病防治专项实施
以来，我国不仅在艾滋、乙肝、结核等重大
传染病防控方面技术能力显著增强，面对重
大突发疫情更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应
对”的转变，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保障。

“经过多次实战检验，传染病应急防控
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病原确认等工作
中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徐建国认为，
这一体系的建立能够极大提高疫情快速控制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增强民众信心，减少社
会恐慌和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建立全球最大病原谱监测网络

此前，我国传染病检测技术存在技术零
散、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秦怀金指出，多种
病原体诊断缺乏方法和试剂，产品转化偏
低，大多数少见罕见病原体没有检测方法；
在前沿性、集成性、系统性和标准化等方面
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随着应急体系的建立，我国在传染病防
治的“监测、筛查和救治”等领域实现了全
链条、全流程的覆盖。

据了解，围绕传染病监测和预警、防治
的需求，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是我国实
施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特色之一。

陈传宏介绍，传染病防治专项集中了来
自卫生、农业、军队、地方科研机构、大专
院校、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力量，构建了国
家级、区域级和临床机构的８００家实验
室，发展了症候群监测为基础的病原监测实
验室网络化技术，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病原谱
监测网络，形成了覆盖我国不同地区的监测
研究实验室网络。

（综合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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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凯

全面两孩政策将导致我省人口总量过
亿，性别比控制、总和生育率提升以及家
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等，成为未来人口工
作的重点……3月21日，山东省政府网站公
布《山东省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山东社会科学院
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树义第一时间
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最敢生”让人口过亿

《规划》中说，“十三五”期间，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带来的生育堆积经过短期(2
－3年)集中释放以后，人口增长势能将逐步
减弱，但总体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年均出生
人口155万人左右，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5 . 3
‰左右，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左右，年
均自然增长人数超过80万人。按照“十三
五”时期山东省分年度人口发展规划目
标，今年山东总人口达到10050万人左右，
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0250万
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2以内。

崔树义分析认为，过去这些年，山东
的人口政策执行较好，人口控制严，结合
201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全面两孩政策出台
后，山东人“响应”强烈，无论是生育愿
望，还是出生数量，都表现突出。

政策调整后，山东成为“最敢生”的
省份，二孩的出生总量最高。这些形势的
变化，使山东的人口总量较原来的测算发
生较大的变化，将要过亿，到2020年达
1 . 0250亿。

《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我
省人口发展形势更加复杂。随着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人口再生产水平提高，人口总
量持续增加，出生人口性别比将逐渐向正
常水平回归；新成长劳动力总量逐渐减
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龄化

程度持续加深；城市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
增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人口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压力持续存在，人口与资源环
境的紧张关系依然突出。

性别比、总和生育率面临挑战

《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全
面两孩政策效应平稳释放，全省人口总量
保持适度增长，生育水平逐步向合理区间
回归，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性别结
构逐步改善，人口素质继续提高，人口分
布更加合理，人口发展环境更加优化，人
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
步提高。

崔树义认为，《规划》根据国家和我
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后我省人口发展态势，定位科学准
确，政策措施得力，所设各项指标符合我
省实际，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有两项目标的实现难度较大。
一是要完成“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2以
内”的目标，难度较大。山东省的这一指
标在全国30多个省份中是比较高的，实行全
面两孩后，政策对性别比的控制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也就意味
着打击“两非”仍任重道远，还需要进一
步采取措施。

二是要实现“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 . 8左
右的水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符合
政策的人群中，尽管山东人生育意愿“最
强烈”，但从比例上看，仍不是很高；从
规划数据看，2016－2020年生育人口数量分
别为177万、179万、160万、145万、132
万，逐年减少的趋势明显。全面两陔政策

出台前后全省东西部的生育意愿变化也很
大：之前是西高东低，二孩政策后竟成了
“东高西低”。“十三五”后两年，等前
些年压抑、积累的生育意愿释放得差不多
了，还有没有那么多人愿意生、想生二
孩，仍有待观察。

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是关键

崔树义认为，《规划》将人口工作从
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优化
结构、提升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
变，这是我省人口工作重点的一个重要转
折；将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强调继续开发挖掘人口红利，突出重
视人才红利的开发利用；重视家庭发展支
持体系建设，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
施，促进人口全面健康发展。

他说，让适龄夫妇想生、敢生、生得
起、养得起，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是关
键。人口总量问题已不必过分担心，提高
人口素质是重点，家庭支持发展政策落实
到位事关目标能否实现。

《规划》将促进人口适度有序增长，
引导生育水平向合理区间回归，总和生育
率上升到1 . 8左右的水平。加强人口政策宣
传，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生育时间，防止生
育水平出现大幅波动，平稳实现政策预期
目标。健全完善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建立
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
展、老年人赡养、病残照顾、善后服务等
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体系。完善税收、抚
育、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减轻
生养子女家庭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
制度和丈夫陪产假制度。

崔树义表示，今后几年，我省将持续
处于生育高峰期，新出生人口数量增加明
显，各地要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
做好政策储备，有关部门要根据出生人口
情况，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
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
源，确保能够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坚
持男女平等，防止性别歧视，切实保障妇
女合法权益。创建儿童友好型社会，扩大
儿童福利范围，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成
长，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今年山东人口或将过亿
人口工作重点向调控总量优化结构等转变，“十三五”末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2以内

工业盐假冒食盐

14人组成“产销链”
我省公布2016年十大涉盐犯罪案

□ 本报记者 魏然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山东被确定为2017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重点推进省份。

3月21日下午，在山东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召开的
“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情况通报会上，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侯建军介绍，2016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38 . 5万件，执结37 . 3万件，结案标的额1694 . 7亿元，同比
分别上升22 . 5%、16 . 2%和16 . 6%。全省三级法院普遍建立执
行指挥中心，实现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

“我们着力推进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努力解决被执行人
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四难’问题。”侯建军介绍，主要是完善金融查控系统，
239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全部接入最高法院“总对总”查控平
台，其中171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实现网络冻结功能；完善不
动产查控系统，目前已有14个市基本建成不动产信息查控平
台，济南、威海完成与最高法院“点对总”不动产查控平台
的对接；完善人口信息查控系统，实现了省法院查询全省人
口户籍信息及车辆登记信息的功能；完善工商登记信息查控
系统，实现了全省三级法院网络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功能，共
计查询工商登记信息5 . 5万余次。

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老赖”，省法院加大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录入审核力度，定期向省发改委、住建厅、交通运输
厅、工商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联
合有关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在政策扶持、项目审批、市场准
入、招标投标等环节进行限制。截至去年底，全省法院累计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4 . 6万个，限制53 . 8万人次购买飞机
票，限制24 . 1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其他动车一等座
以上车票。

虽然全省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距离年底
前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和问
题。

侯建军说，今年前2个月，全省法院已新收执行案件7 . 4
万件，执行工作压力短期内不会改变。

“目前全省执行网络查控系统还没有实现全覆盖，有的
部门对信息共享存有顾虑，推动网络对接的积极性不高。”
侯建军介绍，目前银行网络查控系统的冻结、扣划功能尚未
全部实现，各市不动产网络查控系统还没有在全省统一联
网，出入境、酒店住宿、婚姻登记、车辆查控、纳税信息、
公积金查询等信息共享及协助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此
外，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惩戒措施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多位省政协委员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比如，“执行
难”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执行人无力执行、拒不执行、
转移资产的各占多大比例；以法律手段杜绝转移资产是否可
行；部门数据信息共享的难点在哪里，等等。

带着这些问题，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将组织部分委员
开展调研，以期围绕推进解决法院工作中存在的执行不规
范、队伍建设力量不足、物质装备保障不力等问题，推进解
决联动机制运转不畅、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不到位等问题，促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机制体制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和建
议。

省政协将开展专题调研和对口协商

促进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

全省法院累计发布

“老赖”名单74 . 6万个

自主研制的埃博拉病毒核酸、抗原和
抗体检测试剂，应用于我国应急队伍在塞
拉利昂的实验室检测；新发现Ｈ７Ｎ９、
Ｈ１０Ｎ８流感病毒等病原体，并与全球共享
病毒检测技术，为全球流感防控作出了重
要贡献……

埃博拉疫情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
致２万多人感染，死亡人数过万。在世界卫
生组织号召下，各国开展了大量工作支持
西非应对埃博拉疫情，我国在其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
介绍，特别是我国在利比里亚援建的配有
上百张床位的诊疗中心、在塞拉利昂援建
的固定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对于抗击埃博
拉意义非凡。

２０１４年９月，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为危
急之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带领中国疾控中心移
动实验室团队毅然奔赴塞拉利昂。“病毒

没护照，传播无国界。”高福表示，抗击
埃博拉病毒不仅贡献了“中国智慧”，也
从中汲取了我国在海外防控传染病的“经
验和营养”。

此外，针对H7N9流感这一新发传染
病，我国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中承担任
务的研究团队，利用专项研究中的技术和
组织基础，积极开展了H7N9病毒的病原
识别与确认、诊断与治疗等技术的基础研
究工作，并积极防控疫情，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

美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赞中
国具有同美国同样的快速发现并确认新发
传染病病原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
感防控联合考察报告》中表示：“中国对
Ｈ７Ｎ９流感疫情的风险评估和循证应对可作
为今后类似事件应急响应的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

抗击埃博拉、发现Ｈ７Ｎ９

“中国智慧”为全球
传染病防治作出贡献

□CFP供图
去年青岛多部门联合举行口岸防寨卡病毒疫情演练，疾控中心人员对疑似寨卡病毒感染

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图）

□CFP供图
《规划》中说，“十三五”期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带来的生育堆积经过短期(2－3年)

集中释放以后，人口增长势能将逐步减弱，年均自然增长人数超过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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