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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中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和信息
传播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
记高钢表示，该机制呼唤制定中国食品安全
公共信息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全方位描述
中国食品安全的基本现状；要规划整个国家
食品安全舆论监督体系。

“要消除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认识的误
差，必须从个人做起，加强食品安全科普。”
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胡小松指出，一方面，政府要切实履行
监管责任。另一方面，企业要避免因竞争而
恶意诽谤、恶意编故事误导消费者。

“此外，媒体报道还要注重量效关系。”
胡小松说，例如，食物中含有害物质不等于
就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媒体在报道食
品安全时要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食品
中发现了有害物；第二句话是，这个有害物

质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应该如何控制摄入
量。“有了这两句话，才不会造成误导。”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媒体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食品热点问题的科学解读
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意义重大。”经济日报
社社长徐如俊指出，近年来，经济日报及中
国经济网致力于食品安全宣传，连续多年
成功承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和中国食品
安全论坛的有关活动，逐渐在新闻报道、信
息服务、舆情研究、论坛、展览、对外交流、
专家库、数据库、公益活动等方面形成了特
色。“希望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坛成为食
品安全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政府部
门和食品企业、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
公众之间建立起紧密沟通的平台，促进形成
全社会合力，为推动食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
发挥作用。”

和家人团聚一堂，品尝天南地北的美
味，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春节“保留节目”，
马年春节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食品消费
的高峰期，保障食品安全牵动着每个人的
心。正因责任重大，今年春节期间，政府部
门从食品生产、监管以及应急等多个方面入
手，布下保障食品安全的多重“防御网”，确
保国人过好“舌尖上的春节”。

生产环节

锁定主产区和主销区
食品生产尤其是农产品生产，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源头环节。为了让老百姓在春节
期间吃得安全放心，农业部在今年春节期间
提出了“在产品的数量上供应要充足，品种
上要丰富多样，质量上要保障安全”的要求。

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局长
马爱国介绍，农业部以蔬菜和动物产品为重
点，锁定主产区和主销区，重点排查蔬菜生
产基地、畜禽水产规模化养殖场、农产品收
储运场所、生猪定点屠宰场，重点防范违规
使用高毒农药、滥用抗生素、非法添加有毒
有害物质等问题，坚决杜绝屠宰病死畜禽行
为。在主销区与食药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

制，加强对各类批发市场、展会、年货市场的
排查。

此外，农业部还要求各地加大上市前的
监督检查和质量抽检频次和范围。推动农
产品产地、销地实施质量安全监管跨区联
动，加强信息互通和报送，健全农产品准出
准入机制，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消费
安全。

经营服务

加大热销食品抽检力度
食品加工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环节，直

接面对着广大消费者，也是我国食品监管部
门节日期间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
全监管一司司长马纯良介绍，各级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今年春节将围绕 8 个方面来加强
监管。其中，既有加大对乳制品、肉制品、酒
类、食用油、饮料、糕点、调味品等节日热销
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和食品监督抽检
力度，也有对节日热销食品生产和经营的集
中区域、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场所、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组织突击性的监督检查。此外，批
发市场、集贸市场也是重点监测场所，将针

对肉制品、食用油、酒类、饮料、炒货食品为
重点品种开展专项风险监测。

应急预案

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的制订和实施，也是

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据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司司长苏志介绍，我国卫生系统目前制订了
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技术储备，并将认
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工作，严格落实岗位责
任制。加强食源性疾病报告和管理，一旦发
现食源性疾病或疑似病例，按照预案做好

“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工作。
同时，我国有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对大

宗消费食品和节日特色食品等的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监测食品种类涵盖粮食及其制
品、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及蛋制品、
乳、食用植物油、水产品、坚果、酒类及餐饮
食品等。

目前，相关部门已针对今年春节的具
体情况做好准备，关键是将这些工作落实
到位，确保民众过一个开心安全的“美味
春节”。

确 保 春 节“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各种食品消费急各种食品消费急
剧增加剧增加，，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
的风险也随之增大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在节日期在节日期
间间，，不要忘了食品安全不要忘了食品安全，，注意饮食注意饮食
卫生卫生。。

11、、在外就餐应尽量选择证在外就餐应尽量选择证
照齐全照齐全、、内外环境整洁内外环境整洁、、餐饮具洁餐饮具洁
净净、、量化分级级别高的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级别高的餐饮单位
就餐就餐。。

22、、慎食慎食凉拌食品凉拌食品、、生食肉制生食肉制
品品、、烧烤类食品烧烤类食品，，不要光顾无证不要光顾无证
照摊档照摊档或盲目或盲目““尝鲜尝鲜”，”，防止食品防止食品
中毒的发生中毒的发生。。如用餐时发现菜如用餐时发现菜
肴未煮熟煮透或已冷却肴未煮熟煮透或已冷却，，应立即应立即
停止食用并彻底复热或撤换停止食用并彻底复热或撤换。。

33、、选择正规超市或农贸市选择正规超市或农贸市
场采购食品场采购食品，，选购预包装食品及选购预包装食品及
散卖食品应注意是否标明生产厂散卖食品应注意是否标明生产厂
名名、、厂址厂址、、生产日期生产日期、、保质期保质期、、保存保存
条件等内容条件等内容。。

44、、注意饮食有度注意饮食有度、、荤素均荤素均
衡衡，，切勿暴饮暴食切勿暴饮暴食。。尤其患有糖尤其患有糖
尿病尿病、、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等病症的人高血脂等病症的人
群群，，应少饮酒应少饮酒，，多食富含纤维素多食富含纤维素、、
维生素的新鲜蔬菜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等清淡水果等清淡
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55、、注意个人卫生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饭前便后
洗手洗手。。万一发生腹痛腹泻万一发生腹痛腹泻、、恶心恶心
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时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时，，应及时到应及时到
就近的合法医疗机构就诊就近的合法医疗机构就诊，，以免以免
延误病情延误病情。。

((陈宇庆陈宇庆整理整理))

春节消费提示：春节消费提示春节消费提示：：

监 管 格 局 如 何 搭 建
本报记者 陈 郁

2013 年，中央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作出
重大调整，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积极
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深入开展食品
安全治理整顿，努力构建最严格的监管制度，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严惩重处违法犯罪，保持
了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稳定向好。

同时，制约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复杂因
素依然存在，比如，量大面广的消费总量、

“小、散、乱、低”的产业基础、尚不规范的产销
秩序、相对缺失的诚信环境及滞后的企业主
体责任意识等。

如何建立健全部门协作、社会齐抓共管
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更好地保障食品安
全？在日前成立的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坛
上，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探讨，并提出意
见与建议。

□ 现实与百姓感受之间为何存在差距？

“信息不对称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不信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孙宝国说，“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趋
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状况非
常不满意、非常不放心，对食品安全的恐惧在
不断加重。实际上，中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
是稳定可控的，并且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转
化。造成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孙宝国指出，误导信息主要来自 3 个方
面：媒体信息；专家误导；个别企业出于自身
利益向消费者灌输错误的概念和信息。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委员
会名誉会长李沛生认为，目前我国的食品安
全舆论环境比较复杂，个别机构以偏概全，

不负责任炒作个别事件，极大地误导了老百
姓，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这是食品安全监
管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食品安全相关各方应该及时发出有力
的、科学的声音，引导老百姓认识什么是正确
的食品安全信息。”李沛生说。

“必须通过加强国民的素质教育，提升公
众科学素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
究员刘秀梅建议，应该在国家食品安全委员
会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教育部、农业部、卫
生计生委等编写有关食品安全知识的教材。
此外，还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展
一些活动，向社会公众积极普及这些知识，提
高全体公民的食品安全知识素质。

□ 食品安全风险怎样把控？

“食品安全需要把控风险，做好风险评
估、风险沟通和风险交流。”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表
示，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问
题、营养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另一方面
需要企业积极参与。此外，一些专业机构、媒
体也要积极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多方合
作的平台，汇集各方智慧，加强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和风险沟通。”

“做好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风险交流，实
质就是培育理性消费的理念。”马冠生说。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不能仅仅从技
术层面考量，食品安全法应该对风险交流的

职责做出明确定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主任刘金峰说，“相关部门和技术机构应
当加强人才培养，配备从事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的专业团队。同时，建立跨部门风险研判
机制，沟通畅通信息交换平台，支持鼓励民间
专业机构发展，树立并维护权威的观点。”

“当前，随着社会对餐饮服务需求的不
断延伸，餐饮业面临食品安全新考验。”中国
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恩援说，

“需要对餐饮行业，尤其是餐饮新业态，例如
外送服务的生产、加工乃至运输环节，社区
餐饮服务等，进行实时监管和风险把控。”冯
恩援说。

□ 从田间到餐桌的监管体系如何完善？

“要加快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
形成一个从田头到餐桌的监管体系，努力提
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副
局长滕佳才表示。

“《食品安全法》的修改要更加重视从源
头加以规范、有效把控。因为许多食品安全
问题都发生在源头，但我们的监管力量主要
在食品产业链的下游，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对
于食品源头监管还不到位，比如对食用农产
品的监管，而食用农产品恰恰是食品安全很
重要的一个源头。”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室巡
视员李援说。

此外，“农产品批发环节安全监管亟待立
法”，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副会长纳绍平

说，“农产品批发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这个行业没有任何准入门槛，没有任何从
业资质要求，到目前也还没有立法。”

据了解，国家农产品质量法第 37 条明确
规定，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建立检测机构，或
依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入场交易产品进行检
测。“批发市场最应该做的其实是对农产品准
入的把关，包括对运输环节可能发生的一些
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抽检，以及对流通产品的
信息进行采集，其中关键是要建立农产品可
追溯链条。”纳绍平说。

“《食品安全法》中关于建立责任溯源的
机制部分，要做好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
衔接。”李援说。

□ 舆论监督和信息传播机制怎么建立？

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讯 记者张雪报
道：近期，浙江、广东等地连续报告多例人
感染 H7N9 流感病例，鸡鸭等禽肉能否安
心食用等问题引发关注。农业部兽医局局
长张仲秋今天作出回应，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的、经过检疫合格的禽肉是安全的，可以
放心食用。

张仲秋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养禽
场中检测到 H7N9 流感病毒，家禽养殖场
并未受到 H7N9 流感病毒污染。禽群出栏
时，按规定必须经产地检疫合格后，由官方
兽医出具检疫合格证明，才可调运进入市
场。他同时指出，虽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H7N9 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机理，但所有流
感病毒的抵抗力都非常弱，只要在加工时
烹调熟透，禽肉是不会携带病毒的。

关于人 H7N9 流感病毒的来源问题，
张仲秋表示，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病毒是
由家禽直接传染给人的。“从基因序列分析
看，去年以来，兽医部门累计从家禽或环境
中分离到 96 株 H7N9 病毒，国家禽流感参
考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禽源病毒与从人
分离到的病毒不同。到现在为止，还不能
肯定是哪种动物传播给人的。”

从防疫的角度来讲，活禽市场存在传
播疫病的风险，农业部要求各地加强监
管。建立并严格执行定期休市、清洗消毒
的制度，加强活禽市场的监测。鼓励在活
禽市场建设专门的屠宰间，消费者买了鸡
鸭后到屠宰间集中宰杀后再带走。

在抓好疫病科学防控，着力强化监测
预警、防疫、信息发布等工作的同时，农业
部门将抓好家禽产业的稳定发展。农业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适时推动出台家禽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切实维护广大家禽养殖
场户的利益，努力稳定家禽业发展，确保禽
产品有效供给。“从长远看，要加快建设现
代畜牧业，坚持不懈地推进畜牧业转型升
级，降低疫病发生风险，这是促进畜牧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根本策略。”张仲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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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就禽肉安全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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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政府主导，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要培育理性消费的理念

一直以来，我国都非常重视食品产业链下游的监管，对于食品生产及批发环节关

注不够。因而，未来应下大力气建立农产品可追溯链条及责任溯源机制

建立舆论监督和信息传播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共同努力。尤其是媒体，

应切实承担起食品热点问题的科学解读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工作

▷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经过检

疫合格的禽肉是安全的，是可以放心

食用的

▷ 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养禽场中

检测到 H7N9 流感病毒。同时，尚没

有充分证据证明，病毒是由家禽直接

传染给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