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3日举行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上，《四川省泸沽湖保护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请
审议。这是四川和云南两省继赤水河保
护共同立法后，再次携手开展协同立法。

“川滇两省开展泸沽湖保护协同立
法，既是落实新修订的立法法关于开展
区域协同立法要求的生动实践，也是继
赤水河流域保护云贵川三省共同立法、
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川渝协同立法
之后对跨区域地方立法工作的继续探
索，更是解决泸沽湖跨省管理难题的客
观要求。”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
委员会主任委员梁伟华介绍，协同立法，
将依法助力泸沽湖保护实现从“两治”到

“共治”、从“分治”到“合治”的跃升，推动
泸沽湖保护治理达到最佳效果。

为何立法？
协同破解“一湖两治”难题

泸沽湖是川滇两省共有的高原湖
泊，南北长9.5公里，东西宽5.2公里，湖泊
面积达50.1平方公里（其中四川部分31.2
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高原明珠”。

梁伟华介绍，近年来，泸沽湖旅游业
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但泸沽湖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与沿岸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有不小差

距。当前，泸沽湖四川片区旅游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已不能满足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制定条例，用地方性法规协调
泸沽湖“在保护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
护”，有利于统筹解决泸沽湖生态环境保
护、文化传承、资源利用、灾害防治等现
实问题，有利于促进泸沽湖经济社会沿
着法治化轨道高质量发展。

另外，这也是解决泸沽湖跨省管理
难题的客观要求。由于“一湖两治”，加
之川滇两省泸沽湖发展规划、保护措施
和有关标准不完全统一，导致泸沽湖管
理保护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亟需通
过两省协同立法予以保障。

条例草案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泸沽
湖保护条例（草案）》为基础，充分借鉴
《云南省泸沽湖保护条例（草案）》《丽江
市泸沽湖保护条例》相关内容，加强了与

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衔
接，同时充分考虑泸沽湖四川片区实际
情况，体现了“不抵触、能互补、有创新、
可操作”的特点。

有何亮点？
细化规定体现四川特色

条例草案共十章七十二条，分为总
则、保护管理职责、规划与管控、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
展、区域协作、法律责任、附则。

条例草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
创新驱动、系统治理的总体思路，突出了

“在保护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护”的现实
要求，特别在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绿
色发展等方面作了细化规定，体现了四
川特色。

在资源保护方面，不仅关注自然生

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相关内容也
给予高度关注。条例草案提出，县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泸沽湖民族传统文化整
体性保护，加强对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
和传承创新；对传统特色民居实行挂牌
保护，组织对具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特
色的民居、场所进行维护、修缮，维护、修
缮应当保持其原貌和原有规模。

生态环境修复章节中，针对四川片
区特有的草海的保护治理，提出县、镇人
民政府及泸沽湖管理机构应当对草海湿
地植物密集生长区域进行综合治理，降低
植物腐烂对水环境的影响。定期对水道
进行疏浚，提升湿地水体循环动力和自净
能力，持续改善草海湿地水体水质。

条例草案还设置了绿色发展专章，
提出省、自治州、县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泸沽湖保护，建立健全社
会资金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
资金来源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绿色
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支持泸沽湖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为实现川滇协同立
法，条例草案与云南条例草案在体例结
构和具体内容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实
现最大公约数，如重大制度设置、区域协
作、法律责任等有关内容，与云南条例草
案基本保持一致。”梁伟华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刘佳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以
来牵动着大众的神经。

5月23日，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四
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该草案共一百一十一
条，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网络食品经
营”“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等多
方面内容。

小经营店及摊贩
不得经营高风险食品

根据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贺江华在会上所作的关于《<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与二审结果相
比，此次《条例（草案）》完善、增设了不
少条款，内容涉及粮食质量安全，对预
制菜及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的监督管理，
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的监督
管理等。

根据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会组成人员和调研意见，应当统筹食品
安全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食
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进行适度
监管。因此，《条例（草案）》专门设有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相关内
容章节。

该章节指出，鼓励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及摊贩通过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
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并对经营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应当具备的条件作出
了规定。

此外，《条例（草案）》规定，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生产经营食品应当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遵守相关规定，如：
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
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使用
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贮存、运输和装
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
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
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
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

存、运输；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个
人卫生，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水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

《条例（草案）》指出，食品小经营店
及摊贩不得经营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裱花蛋糕、生食水产
品等高风险食品。

直播营销
应当展示真实商品

此外，《条例（草案）》指出，四川省行
政区域内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和
餐饮服务，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生产经营，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的贮存和运
输，以及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条例（草案）》规定，通过网络社交、
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方式向公众开展食

品营销活动，不得实施混淆行为，所展示
的食品应当是真实商品。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配送食品应当遵守相关规定，如
盛放食品的容器、餐具、饮具和直接接
触食品的包装材料应当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和相关要求；使用封签或者一次性
封口包装袋等方式对配送的食品进行
封装等。

关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预制菜”安
全，《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预制菜
生产、运输、贮存、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全
链条监管，具体监管办法由省政府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同时，《条例（草案）》从“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和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检验”“食
品追溯”三个方面对食品安全保障作出
了相关规定，指出全省建立统一的食品
安全追溯制度，保证食品来源可溯、去向
可追，实现食品安全全程监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不久前，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
广安市召开的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第四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今年，
两地人大常委会将协同推进川剧保护传
承立法列入工作要点，力争在年内形成法
规草案初稿。

如今，在川剧振兴再出发的大背景
下，川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应采取何种路
径？5月22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何延政带领调研组，前往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四川省川剧院、四川艺术硏究院开展
主题教育暨川剧保护传承立法调研。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说，振
兴川剧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
的现实途径，应从“加大政策扶持，改善川
剧教学条件”“打通招生瓶颈，解决生源数
量、质量及行当问题”“加强川剧人才梯队
建设，完善川剧人才培养保障机制”等措
施入手。

目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学习川剧的在
校学生共182人，今年9月还将招收70余人。

在这里，不难看到练功的学生，他们
有的在室内，有的在室外。记者获悉，学
院里本有舞台，但因久未得到修缮，已经

“荒废”几年了。该负责人说：“因为教学
条件有限，学生有练功和登台需求时，只
能去温江校区。”

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四川艺术硏究
院。在这里，记者看到了许多明、清、民国
时期的川剧相关古籍，其中，有许多是不
可再寻的孤本。此外，还有猴戏面具、酉
阳阳戏面具、傩戏面具等文物。

“不算拓本，这里的古籍共有4500
本。其余许多文物也是现在很难看到的
了。但几十年来，因为缺乏储存空间、经
费等原因，它们只能被这样放着，暴露在
不恒温、恒湿的空气中。在我们看来，保
护这些文物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事情之
一。”该硏究院工作人员说。

关于川剧保护传承协同立法的进展，省
文旅厅艺术处处长杨泽平透露：“目前已完
成条例起草的初步论证。接下来，就是形
成调研报告、正式起草立法提纲等流程。”

文物缺乏保护、教学条件不足……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川剧保护传承立法调研

《四川省泸沽湖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川滇再携手 协同立法共护泸沽湖

《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小经营店、小摊贩拟禁售裱花蛋糕等高风险食品

◎协同立法将依法助力泸沽湖保护实现从“两治”到“共治”、从“分治”到“合
治”的跃升，推动泸沽湖保护治理达到最佳效果

◎条例草案突出“在保护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护”的现实要求，特别在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绿色发展等方面作了细化规定，体现了四川特色

◎为实现川滇协同立法，条例草案与云南条例草案在体例结构和具体内容上
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实现最大公约数，如重大制度设置、区域协作、法律责任等有关
内容，与云南条例草案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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