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广告 2025 年 3 月 20日 星期四4 本版责编/祁 昂 李舒韵 广广告告责责编编 //张张 玙

传承岐黄智慧 助力科学减重
当下，因肥胖引发的糖尿病、心脑

血管疾病等， 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健康
的重要因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体
重管理”话题再次跃入公众视野，成为
民生热议焦点。 淮南市中医院积极响
应“健康中国”战略和“体重管理年”行
动，深度挖掘中医“治未病”的独特优
势，创新整合内科、治未病科、妇科等
多学科资源，通过“辨证施治 + 精
准干预”双轨模式，为市民提供个性化
的中医减重新选择。

在门诊服务中， 市中医院运用体
质辨识、舌脉诊断等传统诊疗手段，并

结合现代医学检测数据， 为患者制定
包含体质调理、针灸埋线、膳食指导、
运动处方等多维度、 个性化方案。譬
如，针对痰湿体质患者，采用健脾祛湿
方剂， 并配合耳穴压豆疗法， 内外兼
修、辨证施治；对于肝郁气滞型肥胖人
群，巧用疏肝理气药方，并结合情志疏
导，从身心两方面入手，实现“一人一
方”精准施治。市中医院内科张伟主任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 多数肥胖患
者存在脾胃功能失调或代谢紊乱的问
题，通过调理脾胃气机、平衡阴阳，不
仅能帮助患者成功减重， 还能有效缓
解高血压、高血脂等肥胖相关并发症，
从而收到较为理想的疗效。

为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市
中医院创新构建 “预防+干预+康复”
的“三位一体”体重管理服务模式。在

健康宣教方面，采取“线上科普+线下
义诊”双管齐下的方式，2024 年以来，
医院累计开展“健康体重进社区、进学
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市集”活动 20
余场，覆盖居民群众近万人次。活动现
场，中医专家们凭借望、闻、问、切的传
统诊断方式， 耐心为每一位前来问诊
的市民答疑解惑，细致诊断疾病，并依
据个人体质与病情， 提供专业的中医
调理建议及个性化治疗方案， 切实将
体重管理理念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为
守护市民健康贡献中医力量。

（本报通讯员 张 胜 王锦波）

胆囊结石的成因及护理干预措施
刘婷婷

胆囊结石，顾名思义，是指胆囊内形成
的固体结石。这种疾病在临床上较为常见，
尤其在中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较高。 大多
数情况下， 胆囊结石可能没有明显的临床
症状， 许多患者可能在体检过程中才会被
偶然发现。 然而， 当结石较大或阻塞胆道
时，可能会引发剧烈的腹痛，甚至导致严重
的并发症。 因此， 了解胆囊结石的形成机
制、临床表现以及护理干预措施，显得尤为
重要。

一、胆囊结石的形成机制
1、胆汁成分的改变
胆囊结石的形成通常是由于胆汁中胆

固醇的浓度过高，导致胆固醇沉淀并逐渐结
晶，最终形成结石。胆汁中的钙盐、胆红素等
物质也可能参与结石的形成，特别是在胆固
醇过饱和时， 胆固醇就会以结晶的形式析
出，逐渐聚集形成胆囊结石。

2、胆囊运动功能异常
胆囊的收缩与舒张功能对胆汁的排放

至关重要。 当胆囊的收缩功能减弱或运动不
畅时，胆汁在胆囊内停滞，胆汁中的成分容易
发生变化，胆固醇沉积并逐渐形成结石。慢性
胆囊炎、 胆囊功能障碍等疾病可导致胆囊的
运动功能异常，从而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

3、其他风险因素
除了胆汁成分和胆囊功能异常外，某些

因素也会增加胆囊结石的发生几率。 肥胖、
代谢综合征、高脂饮食、糖尿病、怀孕、遗传
因素等都会促进胆囊结石的形成，例如肥胖
患者常因胆固醇代谢紊乱导致胆固醇过饱
和，增加结石形成的概率，女性由于体内激
素水平变化，也容易在怀孕、口服避孕药等
情况下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二、胆囊结石的临床表现

1、腹痛
胆囊结石最典型的症状是右上腹部的

剧烈疼痛，常表现为阵发性绞痛。痛感常在
进食油腻食物后加剧，伴有恶心、呕吐等消
化不良症状。疼痛持续时间可从几分钟至数
小时不等， 严重时可表现为持续性剧痛，甚
至放射至背部或肩胛区域。

2、黄疸
当结石阻塞胆管时，胆汁不能正常排泄

至肠道，导致胆红素积聚，引起皮肤和眼球巩
膜黄染，即黄疸。黄疸的发生提示结石可能已
经引发胆道梗阻，是胆囊结石并发症之一。

3、消化不良
长期存在胆囊结石的患者，常常会出现

消化不良的症状。特别是在摄入高脂肪食物
后，患者可能出现腹胀、恶心、食欲减退等表
现。由于胆汁排泄受阻，脂肪的消化吸收会
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消化不良。

三、胆囊结石的治疗方法
1、药物治疗
对于较小且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可以利

用药物来溶解结石。药物通常以胆酸类药物
为主，帮助溶解胆固醇结石。然而，药物治疗
的效果通常较为有限，对于较大的结石或胆
囊功能受损的患者，药物疗效较差。

2、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是治疗胆囊结石最为常见和

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症状明显或存在并
发症的患者。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作为一种创
伤小、恢复快的手术方法，已成为治疗胆囊
结石的主要手段。通过腹腔镜手术可以有效
去除胆囊结石，并避免了传统开放性手术的
复杂性和创伤。

四、胆囊结石的护理干预措施
1、饮食管理

首先，患者应避免摄入高脂肪、高胆固
醇食物，例如油炸食品、肥肉、奶油等，以减
少胆固醇结石的形成。其次，建议患者采用
规律化的饮食方式，避免暴饮暴食，减少对
胆囊的负担。最后，饮食应富含纤维，鼓励多
食用蔬菜、水果和全谷物，这有助于保持胆
囊的正常功能，并促进胆汁的正常分泌。

2、增加运动
适量的体育锻炼对胆囊结石的预防和

治疗具有积极作用。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
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强胆囊收缩功能，从而
减少胆囊结石的发生。 建议患者每天进行
30 分钟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有助于改善胆囊功能。

3、控制体重
肥胖是胆囊结石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

保持适宜的体重对预防胆囊结石至关重要。
患者应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保持健康体
重，避免过度肥胖。对于已发生肥胖的患者，
应通过适当的减肥措施来降低胆囊结石的
发生风险。

4、定期复查
对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患者，定期检查

是十分必要的。定期影像学检查（如 B 超或
CT）能监控结石的变化情况，及时发现结石
增大或新症状的出现。如结石体积增大或出
现新症状，患者应尽早就医进行处理。

总而言之，胆囊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合理的饮食管理、规律的生活方
式以及适量的运动有助于降低其发生的风
险。对于已有胆囊结石的患者，应根据症状
的轻重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和护理干预措
施，如饮食调节、体重管理、定期复查等，这
也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 促进早日康
复。 （作者单位系寿县人民医院）

胃溃疡的专业护理方法解析
袁绪云

胃溃疡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
统疾病，通常表现为胃黏膜的破损、
进而形成溃疡。 胃是人体消化系统
的核心部分， 通过分泌胃酸帮助消
化食物， 胃黏膜有一层天然的防护
屏障，可以抵抗胃酸的侵蚀。然而，
当这种屏障受到破坏时， 胃壁便会
直接暴露在胃酸的侵蚀下， 最终导
致胃溃疡的形成。 本文将讨论胃溃
疡的专业护理方法， 帮助您为胃敷
上“创口贴”，促进其愈合及康复。

一、胃溃疡的形成机制
胃溃疡通常是由于胃酸分泌过

多，或胃黏膜的防护能力不足，导致
胃壁受到胃酸腐蚀而形成的溃疡。胃
内存在一种保护性屏障———胃黏膜，
它能够抵御胃酸对胃壁的伤害，但当
这一屏障受损时，胃酸会直接作用于
胃壁，逐步形成溃疡。造成胃溃疡的
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长期的精神压力、睡眠不足、不规
律的饮食习惯、暴饮暴食、酒精摄入
过量以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因素。

二、胃溃疡的护理重点
胃溃疡的护理目标是通过减少

胃的负担，避免刺激和促进其愈合。
护理的核心在于为胃创造一个恢复
环境，避免外界刺激，并让胃得到适
当的休养和修复， 以下是几项关键
的护理建议。

1、饮食护理：为胃提供温和的
支持

胃溃疡患者的饮食需要特别注
意，胃是溃疡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
合理饮食尤为重要。首先，建议采取

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 避免一次性
进食过多，减轻胃的负担。每天进食
5 至 6 餐， 以减少胃酸的刺激 。其
次，应选择软质、易消化且温和的食
物，如白粥、蒸蛋、清汤面等，避免食
用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这些食
物可能加重胃部的不适。最后，应尽
量避免摄入刺激性物质， 例如浓咖
啡、浓茶、酒精及碳酸饮料，这些食
品和饮料能够刺激胃酸分泌， 延缓
溃疡的愈合。 细嚼慢咽也是一种有
效的护理方式， 它可以减轻胃的负
担，促进食物更充分地消化。

2、情绪与生活节奏管理：减轻
胃的额外压力

胃溃疡不仅与饮食习惯有关，
还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长期的心
理压力和情绪波动会导致胃酸分泌
过多，从而加重溃疡症状。因此，调
整情绪和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适当
的减压措施如听音乐、 进行冥想、练
习瑜伽等， 都能有效降低精神压力，
缓解胃部不适。充足的睡眠对胃的恢
复至关重要，熬夜会使胃部得不到充
分休息， 因此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每晚保证 7～8 小时的睡眠，对于胃的
自我修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防治：杜
绝致病因子

幽门螺杆菌是胃溃疡的一个主
要病因， 许多胃病患者体内都携带
有这种细菌。 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
幽门螺杆菌， 可以及时进行检测并
接受抗菌治疗。 抗生素治疗可以有
效清除幽门螺杆菌， 减少胃溃疡的

复发概率。此外，还要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如使用公筷、勤洗手以及避
免食用生冷食物， 也能有效降低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风险。

4、遵医嘱用药：确保疗效与安全
胃溃疡的治疗需要一个系统的

过程，患者不应随意停药。常见的治
疗药物包括抑制胃酸分泌的质子泵
抑制剂、保护胃黏膜的药物以及抗幽
门螺杆菌的抗生素。严格按照医生的
处方服药，可以帮助溃疡愈合并预防
复发。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治疗只是
辅助措施，实际的恢复过程仍然依赖
于日常的护理和生活方式调整。

总而言之， 胃溃疡并不是一种
难以治愈的疾病， 只要在治疗过程
中加强日常护理，避免过度刺激，给
予胃足够的修复时间， 溃疡就能逐
步愈合。 护理胃溃疡的重点是为胃
提供一个温和、无刺激的恢复环境，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调整生活方
式，管理好情绪和压力。同时，患者
还要严格遵循医生的治疗方案，定
期检查，避免幽门螺杆菌的侵扰，这
些将有助于防止胃溃疡复发。

胃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之
一， 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我们的生
活质量。因此，在胃出现问题时，务
必引起重视，采取专业的护理措施，
才能确保胃病的恢复。 我们还应记
住，胃的健康是一项长期投资，始终
坚持及时的关爱保养和正确的护理
方法，将帮助您拥有舒适健康、充满
活力的胃。

（作者单位系寿县人民医院）

聆听楚韵的回响
（上接一版）

低氧灭菌室内， 发掘出漆木器等文物
被安排在一间充满氮气的房间，“这里就是
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过模拟原始埋藏
环境，避免文物受损。”武王墩考古队队员
柴政良说。

此外，张治国表示，科技考古手段还应
用于墓葬考古测年、 墨书红外识别、 人骨
DNA 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 专家们在对人骨 DNA 进行分
析比对后， 推断墓主为男性， 死亡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 ，唯有
楚考烈王死亡时年龄在 50 岁以上；从线粒
体基因组来看， 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
方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
顷襄王七年（公元前 292 年），楚顷襄王从
秦国迎娶新妇”的记录。

在多方支持下， 现场建成了考古实验
室、文物保护实验室、标本库房等在内的近
2 万平方米配套场所。宫希成表示，希望通
过跨学科、多平台、多领域专家团队的共同
协作，运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为后续考古
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撑。

相隔两千多年 还能“读”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站

在发掘现场，绵延了 2000 多年的“风沙”迎
面而来，黄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缓缓苏醒。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表示，考
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护和传承， 将埋藏于
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 将尘封的历史

揭示出来， 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
新的历史知识。

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王
陵， 武王墩一号墓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系
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 墓主所生活的时
代，又处于强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前夜，对
研究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历史也离不开考古学。柴政良说，
对于楚国八百年历程， 很多细节和故事都
藏在历史的迷雾中， 比如关于楚考烈王的
记载，只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文字，而已出
土的文物则提供了许多细节， 延伸了历史
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发掘过程中，柴政良意外发现，在个
别文物的漆面上残留了当时制作工匠遗留
的指纹 ，“这些指纹就好似凝固的时间胶
囊，一经打开，便感到我们在和古人对话。”

宫希成说， 需要了解如何从蛮荒走到
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中华民族骨子
里的文化自信就来自这些真实久远的历
史。绵延千年的文明传承，绝不止是史书上
的记载。

历史宛在眼前，文明辉光日新。
考古人的责任， 就是要把我国文明起

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
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 考古工作所承载的，
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 逐步还
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新华社合肥 3 月 19 日电
记者 屈 彦 赵金正 吕岩昊）

（上接一版）同时，区纪委监委还开展
廉洁家访活动， 将其作为干部日常监
督的重要手段，深入了解党员干部“八
小时之外”的生活情况，确保监督不留
死角。

日前，在楚淮河集农贸广场，谢家
集区“皖美巾帼普法行”暨“三八”妇女
维权月活动火热开展， 巾帼志愿者热
情地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耐心解答
群众的法律咨询， 用实际行动守护妇

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展现了检察巾帼
的担当与风采。

走进谢家集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法律援助中心窗口，一面印有“优质服
务 为民解忧”的锦旗格外醒目。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面锦旗， 不仅是
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感激， 更是
对‘巾帼文明岗’的信任。”

“三八”节前夕，谢九小 20 名校妇
女代表佩戴党徽， 开启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校园廉洁文化之旅。 大家漫步校
园，参观廉政廊、清风亭、清莲池等校
内廉景，欣赏廉洁文化作品展，沉浸在
浓厚的廉洁氛围中。在教学楼里，六年
级学生廉洁知识竞赛激烈进行， 学校
妇联将廉洁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通过
主题班会、文化展览、知识竞赛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清廉”文化在校园落
地生根， 为学生营造风清气正的学习
环境。

在谢家集区， 还有这样一群令人
钦佩的巾帼志愿者， 她们由退休老党
员组成，近日，她们齐聚谢家集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王影怀纪念馆， 参与沉
浸式廉洁教育活动。 志愿者马景梅告
诉记者：“这次参观不仅是一次爱国主
义教育， 更坚定了我们在推动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传播廉洁文化、服务群众
等方面持续发力， 不遗余力让廉洁清
风润泽每一个角落的信心和决心。”

更 多 、 更 近 、 更 丰 富
———专家解读 2024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 2024 年
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 。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共有体育场
地 484.1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42.3 亿
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0 平
方米。 全民健身及体育产业领域专家
认为，数量更多、距离百姓更近的体育
场地设施将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加
有力的支撑， 更加丰富的运动项目场
地也折射出人们日益多元的健身需
求，以及背后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

更多，快速增加的场地数量
近年来，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

家战略， 国家围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标准， 我国
体育场地设施数量逐年攀升。2021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印发《“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
短板工程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
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
米以上的发展目标。 截至 2022 年底，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就达到 2.62 平
方米，提前达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
相较于 1995 年底第四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时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0.65 平
方米，这一数据在 29 年的时间里增长
了近四倍， 达到现在的 3.0 平方米。如
今，全国仅健身步道数量就达到 17.18
万个，40.76 万公里的总长度能够绕赤
道 10 圈。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场地面
积每增加 0.1 平方米，乘以十几亿人口
的规模， 就是一个巨大的绝对增量。”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雪莉说。

北京咏怀体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
兵说：“体育场地设施作为百姓日常健
身的重要载体，其人均指标的提升，直
观反映了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和持续投入下，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的硬件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 困扰群
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一定缓

解， 同时也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创造了良好基础。”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邹新
娴表示，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破
3”， 标志着我国在推动体育设施的普
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将为体育强
国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更近，不断缩小的健身半径
此次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国体

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专门配发了两张
扇形图，其中一张直观地反映了体育场
地总面积在不同类型机构中的分布情
况。该扇形图显示，体育场地在居委会
和村委会分布的面积分别为 5.81 亿平
方米和 9.24 亿平方米， 两者相加占全
国体育场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王雪莉表示，上述两个数据“让人
眼前一亮”。“这特别直接地体现出我
国乡村体育和社区体育发展的成果。”

“以前我们经常说要打造 15 分钟
健身圈， 这个目标体现的就是缩短百
姓去健身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 社区
里越来越多的体育场地， 让居民参与
运动更加便利， 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带
来的是健身积极性的极大提升。”王雪
莉说，“从乡村体育的角度来说， 村委
会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增加， 体现的
是体育场地设施城乡均衡发展方面的
进步，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 体育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在王兵看来， 居委会和村委会拥
有的体育场地的面积占整体三分之一
以上，主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基层治理效能凸显，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向社区、乡村末梢有效渗透，基层自治
组织成为体育公共服务 “最后一公里”
的关键载体。二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向
基层下沉， 体育场地设施日趋身边化，
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得到逐步满足。三是
体育场地设施城乡协同发展， 逐步推
动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

更丰富，日益多元的健身选择
2024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

据显示，按项目划分，在基础大项场地
方面， 全国田径场地达 20.93 万个，游
泳场地共有 3.97 万个。球类运动方面，
全国共有场地 303.62 万个， 其中足、
篮 、排 “三大球 ”场地 150.42 万个 ，占
49.54%； 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 139.54
万个， 占 45.96%； 其他球类运动场地
13.66 万个，占 4.50%。此外，全国有冰
雪运动场地 2678 个 ， 其中滑冰场地
1764 个，滑雪场地 914 个。

王兵表示， 从健身场地的运动项
目分布不难看出， 如今百姓参与健身
的运动项目越发多样化， 并且对健身
场地也有了更加专业化的需求。 一些
新兴、时尚、冷门的运动项目场地暂时
还归在“其他”分类中，但并不影响全
面反映百姓丰富多彩的健身图景。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冯国有表示 ，
我国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呈现出从城
市到农村，从传统到多样化、从量扩大
到质提升的发展规律。 这样的体育场
地设施结构一方面与我国全民健身大
众化的、传统的体育项目需求相匹配，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兴
体育项目的需求， 尤其是北京冬奥会
后， 百姓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
涨， 这样的热情也加快了冰雪场地设
施建设的速度。

“冰雪场地设施为冰雪运动爱好
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让更多的人参
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同时，冰雪场地设
施也为举办国际、国内、专业性、群众
性冰雪赛事活动提供了条件， 可以带
动冰雪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些
都为冰雪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
力。”冯国有说。

更高效，未来场地的发展方向
2023 年，《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

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印发，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正式启
动。 其主要内容是开展健身设施强基
础、提质量、优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
旨在推动城乡健身设施从“有”向“优”
转变，实现质量提升、服务提升 、效益
提升。

针对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未来发展
方向，多位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的形势可喜， 但仍需在提
高场地使用效率、 提升健身服务水平
等方面持续发力。

原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表
示， 目前的体育场地基本可以满足群
众需求，但光有场地是不够的，还要有
科学健身指导，有配套设施服务，以服
务群众健身需求为出发点， 切实提升
体育场地服务质量。冯国有建议说，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
化的趋势， 在体育设施开发和安装方
面满足适老化的需求。王雪莉则表示，
目前体育场地的智能化和标准化方面
还需加强，场地的运营效率提升、运维
和监管到位仍是未来发展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

王兵表示，目前我国体育场地设施
仍存在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场馆
“重建设轻运营”、 部分设施使用率低、
市场化造血能力弱等不足。从未来发展
来看，一是要强化科学规划，重点补足
群众健身“家门口”设施短板。二是要推
动智慧化升级，依托数字化提升场馆运
营效率。三是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激活
社会资本活力。 四是细化标准体系，按
运动项目需求优化专业场馆供给。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健身设施短板，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既契合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百姓体
育消费习惯， 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必然要求。”邹新娴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 吴俊宽 王镜宇）

坚 决 守 牢 食 品 安 全 底 线
———解读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的意见，部署多条政策举措。

针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食品生
产、贮存、运输、寄递和配送、销售、消费、进
口等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各环节监管
衔接存在的问题， 意见提出了 8 个方面需
要健全完善的协同监管措施和机制，共 21
条具体措施。

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出证查验、建
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度、 完善
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制、 加强网络订
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聚焦百姓关切
的食品安全问题， 意见提出有针对性的创
新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表示， 意见直面当前食
品安全治理中被高频曝光的重难点问题，
强调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地方政府
的属地责任、 监管部门的防控责任与行业
部门的主管责任等， 抓住了全链条责任这
一关键点。

食品行业多元庞杂，既包括充分实现现
代化大规模生产的食品加工业，也包括集中
化程度极低、小而散的各类餐饮企业，还包
括“看天吃饭”极易受到气候、土壤、水资源
状态影响的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行业，很难单
靠一支监管力量去解决，也无法仅靠抽检检
验等一般产品的监管方式去控制风险。

孙娟娟说，意见明确许可部门要严审、
监管部门要督查。 尤其面对管许可不管检
查的分工， 意见要求在责任分工的基础上
完善衔接机制。 对因制度缺失而出现监管
协作难的问题，意见做了补缺要求。

如针对散装液态食品的运输， 意见提
出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度，
制定实行运输准运制度的散装液态食品重

点品种目录。 对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
的安全风险，意见要求商务部要会同海关总
署、市场监管总局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
品负面清单，将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食品以
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启动应急处置
的食品等列入负面清单并实时调整。

意见强调了生态环境部门在保障食用
农产品安全中的不可缺失性， 要求其负责
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
教育部门在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中也要有主
体责任意识， 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
作的统筹管理和指导。

在围绕全链条强调食品安全责任链
时， 意见基于制度安排提出了通过能力建
设、让责任落实到位的具体措施。着眼于全
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出了食品运输从业人
员、网约配送员的能力建设需求，并把赋能
责任明确于对应的监管或主管部门，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掌握食品安全法律
知识纳入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孙娟娟表示， 考虑到食品供应链条的
复杂性和业态的持续发展， 意见点到的重
点问题、 关联主体和对应责任可以发挥示
范效果。在责任意识方面，全链条中的其他
关联主体也应对号入座， 重视食品安全责
任。在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及了食品安全
检查员制度， 要求强化培训考核和统一调
配使用，提升专业检查能力和水平。

国务院食安委专家苏婧说， 意见不回
避社会舆论反响强烈的热点事件， 例如提
出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度、
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制等， 都能
看见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子。 通过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务实管用，持续深化改革破解监
管难题， 更能看到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记者 赵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