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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齐琪）
司法部21日对外发布通知，为深化公证
减证便民服务，决定自 2024 年 3 月至 12
月在全国开展“公证减证便民提速”活
动，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标准，优化公
证流程，创新工作方式，有效提升公证服
务质量和办证效率。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
杨向斌介绍，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办证
耗时长、多次跑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通知
要求缩短办证期限，对于法律关系简单、
事实清楚、证明材料充分的公证事项，将

出具公证书的期限分别压缩到5个工作
日或者10个工作日之内。鼓励公证机构
采取创新申请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强
业务协作、推进信息共享等措施，进一步
压缩出具公证书的期限。

在精减证明材料方面，通知要求严
格落实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2023 年
版），以公证机构清楚告知、当事人诚信
守诺为基础，对于基本条件具备、主要证
明材料齐全仅缺少次要材料的公证申
请，探索实行“容缺受理”，在当事人补齐
材料并符合出证条件的同时及时出具公
证书。

此外，通过指导公证机构为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绿色通
道”“上门办证”等服务，鼓励开展错峰
延时服务、预约全时服务和加急即时
服务，进一步提升公证减证便民服务
水平。在强化数字赋能方面，逐步推
进省级区域内统一公证业务办证系统
建设，畅通与全国公证管理系统对接，
实现数据汇聚和信息共享。探索通过
机构合并、设置办证点、视频公证等方
式，解决部分地区县域公证机构“小散
弱”的问题，实现群众办理公证“就近
办”。

新华社银川3月21日电（记者艾福梅）今年3月
是第8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其主题为“有效减
少近视发生 共同守护光明未来”。眼科专家指出，当
前家长在近视防控方面仍存在不少“误区”亟需厘清，
呼吁家庭和教育部门“前移关口”，更加重视学龄前儿
童的近视防控。

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51.9%，呈现下降趋势，近视低龄化态
势得到缓解。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医院院
长庄文娟等专家指出，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这几
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部分家长存
在一些认知“误区”。

“误区一”：
近视不用慌近视不用慌，，1818岁做近视手术就行了岁做近视手术就行了

面对视力下降问题，有些家长认为戴近视眼镜就
行，大不了等孩子成年后再做近视手术。然而，做近
视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吗？

庄文娟说，我国下大力气防控近视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根据临床研究，高于 600 度的高度近视人群
患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落、眼底病变等疾病的
概率比普通人群和低度近视者都高，且发病年龄不
断提前。

“近视手术不能治愈近视，它只是摘掉了有形的
框架眼镜，近视所造成的一系列生理、病理变化依然
存在，比如眼轴增长不可能逆转等。”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马鸿娟
说。

“误区二”：
““跟风跟风””选择某一种近视防控措施选择某一种近视防控措施

当发现孩子近视后，很多家长首选向周围人“取
经”——听说哪种方式效果好，就想套用到自家孩子
身上。采用哪种近视防控手段，应该由家长来评估
吗？

“当然不是。近视防控非常个性化，家长一定要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检查，经医生综合评估后确
定。”庄文娟说，医生需要综合评估孩子的父母是否近
视、孩子的角膜曲率和眼轴、孩子初次近视的度数和
年龄等多种因素，提出个性化的近视防控建议。比
如，同样是近视二三百度，六七岁的孩子和十六七岁
的孩子要采取的防控措施肯定不同。

专家说，目前延缓近视进展的办法有角膜塑形
镜、功能性框架镜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浓度阿托品
滴眼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方法都只是对近视
加深起到延缓作用，并不能治愈近视。

“近视防控是一项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
的事。选择何种近视防控措施是医疗行为，应由专业
医生来评估建议，但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生活学习环
境、用眼卫生、饮食习惯等，尽可能帮助孩子延缓近视
的发展进程。”庄文娟说。

“误区三”：
偏信各种偏信各种““疗愈疗愈””方法方法，，追求追求““根治近视根治近视””

近年来，近视矫正市场十分火热，其背后是无数
家长的焦虑。有家长偏信所谓的“治愈近视”或“降低
度数”，花费不菲。

马鸿娟说，她在接诊中就发现有家长相信一些机
构的宣传，花费不低，包月甚至包年去接受所谓的训
练，以求“摘掉眼镜”，恢复正常裸眼视力。

“现在市场上有补充叶黄素、用按摩仪、贴耳穴
等方式，家长一定要明白，这些方式都是辅助的，可
以暂时缓解眼部疲劳，弥补孩子从食物中获取营养
不均衡等问题，但都不具备治愈近视的功能。”庄文
娟说。

作为一名长期在临床工作且参与到宁夏近视防
控宣讲中的眼科专家，庄文娟还提出，近视防治，“防”
大于“治”，要抓早、抓小，而在预防策略上，要更加重
视关口前移，家庭和教育部门、幼儿园合力保护好0到
6岁儿童的眼健康。

“正常情况下，5至7岁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
远视储备量，但在实际中不少刚上小学的孩子要么已
经近视，要么远视储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这些孩子
的近视防控难度就非常高。”庄文娟说，学前阶段孩子
的学业压力较小，教育部门和幼儿园应尽可能创造条
件多让孩子在户外活动，同时家长要有意识控制孩子
玩电子设备时间，及早进行眼科检查并建立眼健康档
案，随时关注孩子眼健康状况。

新华社杭州3月21日电（记者陈炜
伟 魏一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
21 日表示，要发挥好各级发展改革系统
横向协调、纵向联动功能，加快建设好民
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各地区
持续健全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
流机制，稳妥精准推动解决本地民营企
业反映的问题诉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现场会21日在浙江温州召开。赵辰
昕在会上介绍，要在协调解决民营企业

反映的个性化问题的同时，由点及面梳
理总结和推动解决共性问题。同时，充
分用好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鼓励和
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
补短板项目。

他还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相关部门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
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在市场准入、要素获
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快落
实一批务实举措，进一步促进全国统一
大市场高效运行。

去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次
召开民营经济发展现场会。赵辰昕
说，今后要将现场会作为与民营企业
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推动有关部门、地方、广大民营企
业、民营经济人士等共同研判形势、研
究政策，不断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
企联动。

此次现场会3月21日至22日在浙江温
州召开，主题是“续写创新史，建功新时
代”。

六部门发文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生产过程不允许添加防腐剂

国家加快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

我国公证服务将缩短办证期限便民提速

专家：

厘清近视防控“误区”

首次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到底什么算预制菜？对预制菜的概

念，公众一直比较模糊。
通知明确，预制菜应当兼具预制化和

菜肴的特征，突出工业化预加工特点和菜
肴属性，具备和符合规模化、标准化、洁净
化、规范化食品生产加工特点和要求。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创
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张春晖表示，明确预制
菜定义和范围，有助于提高生产企业“准入
门槛”，规范行业发展，打消市场疑虑，落实
预制菜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生产
许可管理，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通知还明确，预制菜是加热或熟制
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不包括主食
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
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
堡、三明治、披萨等。

张春晖认为，这一规定将预制菜与
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进行了边界划分，
有助于防范“预制菜是个筐，什么都能往
里装”带来的诸多问题。

规定不添加防腐剂、严格食品添加
剂使用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反面案例让消

费者“谈预制菜色变”。消费者对预制菜
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生产者、经营者信誉
是否有保障，产品是否添加防腐剂、添加
剂等。

通知明确，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
“严把原料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
原料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

四川省预制菜川菜研究院（中心）
院长王卫表示，这及时回应了群众对
添加防腐剂问题的关切，满足了消费
者对安全营养健康食品的期待，对预
制菜生产企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质量管
理要求。

中国预制菜产业园创新发展工程中
心主任张科介绍，当前很多预制菜工厂
采用冷链或者速冻方式进行保鲜和延长
保质期。未来预制菜规范发展，要采用
更加科学的调味、保鲜、保质方法，严格
食品添加剂使用。

大力推广餐饮环节明示、加强预制
菜食品安全监管

有消费者反映，个别连锁餐饮品牌
使用厨师现场做菜的宣传图片，实际上
是预制菜。

在商家不告知的情况下，尤其在点
外卖的情况下，消费者很难单纯从外观
和口感上分辨是否为预制菜。目前消
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情
况，期待餐饮商家公示预制菜使用情
况。

通知提出，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
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

张科认为，预制菜跟人们的生活
方式融合度越来越高，要正确科普预
制菜知识，同时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
让预制菜在品质、安全、营养方面得到
保障。

通知对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提
出一系列举措，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和属地监管责任，严把预制菜生产许可
关口，重点检查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进
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贮藏运输等环节
质量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高观表示，要
从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着手，增强优质原
料保障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水
平、加快先进生产工艺装备应用。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
部门3月21日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
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通知》，首次明
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
管，明确了推动预制菜
食品安全标准和质量标
准体系建设的方向。

据业内统计，目前
我国预制菜加工企业超
过7 万家，2023 年产值
突破5000亿元，正加速
驶向万亿元赛道。针对
当前预制菜产业出现的
热点问题，如何让消费
者吃得明白放心？如何
推进预制菜产业规范健
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