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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盐，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定为防治慢性病的三大最佳策略之
一，“大部分人都吃了太多的盐，平均
每天9～12克，或者说是建议最高摄入
量的两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
上，清晰地标识出食盐使用的现状。

人均食盐日摄入量高于世界卫生
组织建议量2.1倍的中国人，也长期受到
高钠摄入导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的困扰——由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15）》
显示，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的高
血压患病率达25.2%，心脑血管疾病也已
经成为我国公民的主要死因。

怎样才能把盐吃健康了？这个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因为一份《关
于尽快修订食用盐生产和食用标准等
工作的提案》引起全国政协的关注。
经层层遴选，这份提案从 2016年的
4200多份提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
政协年度督办的42份重点提案之一。

食盐缘何摆上了协商桌案

现实中的食盐生产、研发、流通、
食用、监管到底如何？在正式开提案
办理协商会之前，2016年6月，部分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和专家
学者，来到陕西榆林、延安两地，对于
盐的各类现实情况先摸了底。

榆林市与延安市是陕西省的重要
盐区，目前榆林市已探明的岩盐储量
占到全国岩盐储量的26%。但两地同
时又是地方病危害高发区，碘缺乏病、
大骨节病多发的情况历史久远。由于
周边地区不法商贩私采私售土盐，人
们往往食用低价劣质盐，严重干扰了
碘缺乏病的防治。

“令我很感动的是，多年前，当地
政府在财政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就
为老百姓购买碘盐，很有效地控制了
因缺碘造成的地方病。”提案委员蒋秋
霞说。“百姓吃盐，政府买单”，面对杂
乱无序的食盐市场，榆林市委、市政府
自2004年起开始为百姓配给碘盐，到
2015年已累计配给碘盐10369吨；而延
安市实行的碘（硒）盐供应措施，为最
贫困的4个县实施碘（硒）盐财政补贴，
保障了当地食品安全和贫困区的食盐
供应，提高了人口素质，遏制了劣质盐
市场。

在榆林，调研组还参观考察了当
地食盐生产企业及他们的新产品研
发。该企业对于目前已发现的全球最
大盐田——奥陶纪盐田做了系列开

发，在富硒碘盐、富硒低钠盐的研发上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由政府加强盐务监管机构的建
设，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为百姓购
买放心盐，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收效；由
企业积极研发多样的食盐产品，推广

“自然、安全和健康”的科学用盐理念，
以助力食盐改革的深入探索，这是在
榆林和延安两地得出的关于食用盐供
应及管理的经验。

除了赶赴陕北，委员们还将生活
中的饮食方式改变纳入调研的范围中
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些重要
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越来越多的人
不在家中吃饭，而选择在餐馆中就餐，
如何能够保障人们在外也能把盐吃健
康了，这对于食盐的食用标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青少年群体由于常年食
用高盐的加工食品，被迫形成了重盐
的口味，食品加工行业的用盐标准，同
样存在着重大健康隐患。

食盐作为老百姓的每日必需品，
与人们的健康的确息息相关。将食盐
作为重要的政治协商内容提上案桌，
对食用盐的生产、研发、流通、食用、监
管等环节进行深度把关，委员们干劲
十足，誓要打一场减“盐”的攻坚战。

有什么好办法减少吃盐量

2016年8月26日上午，提案人代
表全国台联与提案承办单位国家卫计
委、财政部、工信部的负责人，以及同
样关心食盐标准提案的政协委员，科
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相关负
责人，专家学者，来到了全国政协“加
快修订食用盐生产及使用标准”提案
办理协商座谈会的现场。

“减盐的同时不减咸是可能的
吗？”

“低钠盐的降压效果是真实的
吗？用其他元素替代钠元素，是否对
于人体有其他危害？”

“老百姓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该
不该补碘，我们还需不需要全民补
碘？”

“2015年新颁布的食用盐生产与
食用标准，是否有现实的依据？”

……
“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饮食习

惯已经固定，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
能够减少吃盐量？”北京大学临床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武阳丰教授常年研究食
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作为专家学者
被邀请到协商会上，他介绍了自己在

2014年所做的干预实验：在山西长治
对当地280名小学生和560名小学家长
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仅通过对小
学生一学期的健康教育课，就让学生
和家长的日食盐摄入量下降了25%。

“孩子是能够影响家长意识和行
为的关键，我们称这些五年级的孩子
为‘健康小天使’，通过对他们的健康
教育，进而让他们去影响家庭的饮食
观念，减盐效果非常明显。”武教授认
为，做好减盐的普及宣传工作，最重要
的是要讲究策略、用对方法。

不断加大减盐的宣传普及力度，这
也是提案人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梁国扬
所倡导的。开发有效的行为干预技术，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健康

“低洼地区”人群进行核心宣传，是降低
人们食盐摄入量的重要方式。

“低钠盐具有明显的降压效果，
这是国际国内通过严格的随机对照
试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广
泛推行低钠盐，同样也能降低老百姓
患上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无论是武阳丰教授在2004年针
对北方五省市农村地区608名心脑血
管疾病病人所做的低钠盐干预试验，
还是2007年在西藏所做的高血压人
群干预试验，都显示出了低钠盐的明
显降压效果。

作为讨论会上的“关键词”，低钠
盐不断被委员和学者们提及，大家普
遍表示应当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GB2721—2015）中“标示服用
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应慎用”的标
识，并对低钠盐中钠含量的合理百分
比做更加精确的科学研究，同时拓宽
低钠盐的应用范围，使其在腌制食品、
咸味食品和加工食品中得到更广泛的
利用。

“减盐不减咸是能够通过科学的
方式实现的。”除了用钾元素替换钠元
素，在安徽黄山学院分析测试中心主
任李丰伯看来，还可以从植物中提取
具有咸味的物质补充进食盐中，降低
食盐中钠元素含量的同时，补充人体
所需的微量元素。

共识达成 还要有行动

往食盐中添加微量元素，这在我
国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了。食盐作为良
好的营养载体，在其中添加微量元素，
是我国防控微量元素缺乏症的重要手
段。经过多年的碘盐干预，我国的甲
状腺疾病发病率明显降低。是否还需
要全民补碘，是否可以在食盐中补充
其他的微量元素呢？

在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国家卫计
委副主任金小桃对微量元素的补充问
题做出了回应：卫计委已经制定了补
硒食品标准，但中国不同地域对于各
微量元素的需求差异巨大，究竟谁该
补充、谁不该补充，补多还是补少，都
需要在统筹大数据的前提下做出更为
扎实的科学研究、用更为精细的食用
标准，指导老百姓根据自身情况，酌情
选盐。

开发更为丰富的食盐产品，这不
仅仅需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更为政
府对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挑战。国务院
日前印发的《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中，
取消了食盐产销区域的限制，企业可
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自行调整食盐产品
的价格。参与实地调研的包明德委员
认为，增强食盐市场监管，严格核准销
售机制，在开放了食盐市场之后尤为
重要。

……
一场关于食盐的协商讨论会接

近尾声，众多的意见交锋最终形成了
共识：加强食用盐生产及科学食用的
研究；修订低钠盐的生产标准，加大
低钠盐的推广；加强科学用盐的健康
教育。共识的达成来之不易，而更为
艰辛的，是要将这些来之不易的共识
真正落到实处，它需要各责任部委的
积极落实，也需要委员们的踊跃监
督。

“食盐那么大的事情，一次协商会
的讨论是肯定不够的，光有共识也是
不够的。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会一直
跟踪提案办理的进展，时时关注各有
关部门的工作实效，完成好一位政协
委员的应尽之责。”蒋秋霞说。

（人民网）

食盐怎么吃 政协来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