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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2017〕60号
文《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这是继

“健康中国2030纲要规划”后的又一利民
惠民重大战略，是自90年代以来，对我国
全民营养健康工作发展又一次最高层次
的全面设计。《计划》全方位布局了国家营
养发展未来，重点包括七大实施策略和六
大重大行动。七大实施策略包括：完善营
养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加强营养能力建
设、强化营养和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估、发
展食物营养健康产业、大力发展传统食养
服务、加强营养健康基础数据共享利用和
普及营养健康知识。提出了近阶段的手
段和措施，特别是营养融入所有政策标准
体系，表达了国家对大众营养的重视和决
心。六大行动计划突出解决生命1000
天、学生、老人、住院病人、贫困人群等营
养问题，加强“吃动平衡”的宣教，推广《膳
食指南》，在2030年前降低或消灭一切形
式的营养不良。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的发布
激起中国营养界的热烈讨论和传播，中国
营养界第一时间请来了参与营养计划编
写的专家及营养界权威，让我们听听专家
的声音。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教授：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强调了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国民营养为切入
点，预防营养相关疾病为目标，大力普及
营养知识、优化营养健康服务、完善营养
制度，发展营养健康产业为重点，形成生
命全周期和健康全过程的国民营养新格
局。共建共享、为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
基础。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
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只有营养好才能健
康好。中国营养学界将认真学习，做《国
民营养计划》的推动者、执行者和维护者，
担负起营养工作维护大众健康之责，以科
技创新为驱动，大力促进国民营养计划的
落实和实施。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丁钢强教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面吹

响了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质的号角，
《国民营养计划》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

具体行动措施。为了改善国民营养状况，
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
划》，制定实施了消除碘缺乏病策略，发布
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启动了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部署
了“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定期开
展营养与健康监测等，这些举措对促进国
民营养健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
信《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的颁布实
施会极大提升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
委员赖建强教授：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第一次

对我国营养健康工作未
来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拓展了我国营养工作领
域，全方位布局了营养发
展。妇幼人群健康历来
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中
之重，我国孕产妇死亡率
和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取
得的成就离不开营养改
善的作用。《计划》中“生
命1000天行动”必将大大
推动我国妇幼营养工作
的发展，显著提高出生人
口的素质，重新定位我国
人力资源的发展战略。

中国营养学会老年
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孙
建琴教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我国已全面进入人口
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
国家老年保障体系建设
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营养与老
年人健康、功能维护、疾
病和衰老进程密切相
关 。《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7-2030）》中“老年人
群营养支持行动”，必将
大大促进我国老年人群
营养支持工作体系的建
立和能力建设，为改善老
年人营养状况、减少功能
减退、患病、失能、失智与

疾病负担，提高老年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
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和保障。

中国营养学会科普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于康教授：

临床营养工作得到重视真是太好
了！患者营养风险和营养不良问题突出，
导致患者出现不良结局。完善临床营养
工作制度，健全专业队伍，建立规范流程，
进行合理的营养支持治疗，既可改善患者
营养状况，更为综合治疗打下基础，可有
效改善患者结局，节省医疗费用，提高生
活质量。

中国营养学会法规标准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韩军花教授：

借《国民营养计划》发布春风，全面制
定、修订我国营养相关国家标准，是将营
养知识在食品生产、研发中落地的重要举
措，也是保障国民营养健康的坚强基石。

中国营养学会领导班子集体学习文
件，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并决定召开常务理
事会扩大会议集体学习。杨月欣理事长
认为，《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代表
了全国营养科技工作者的心声和决心，今
后营养界的工作将以《计划》为纲，重点推
进营养科技工作的开展，强化营养健康产
业支柱作用，做好科技工作者创新平台。
推进全民营养素质教育，通过全民营养
周、健康生活方式日、学生营养日等活动，
重点推进膳食指南、吃动平衡、减盐等行
动开展。加强科技人员和营养师的能力
建设，扎实推进人才培养和托举计划，加
强营养师技术评价和继续教育，升级职业
水平和能力，为妇幼保健、临床营养、社区
营养及学生、家庭管理，提供有资格的人
才，为“健康中国”服务。

（中国网）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营养
计划（2017－2030年）》，全方位布局国
家营养发展未来，为老百姓“舌尖上的
选择”给出新方案。

为不同人群开“处方”
国民营养计划提出，要制修订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人群
营养不良风险筛查、糖尿病人膳食指
导等行业标准，研究制定老年人群营
养食品通则、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等，确
保公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在19日
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
峰说，在完善现有营养标准基础上，企
业要严格依据标准生产和加工食品，
保证营养成分不损失、不降低。

同时，我国还将围绕中小学生、孕
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
实施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
学生营养改善行动、贫困地区营养干
预行动等，开出细致的营养“处方”，全
面提升国民营养水平。

开展养生食材监测评价
让“生吃泥鳅能治病”这样的所谓

食疗法不再重现，重要一环是要加强
规范，强化各部门综合监管。为此，国
民营养计划提出，要开展传统养生食
材监测评价，完善相关评价制度。“相
关部门将深入调研，筛选出一批具有
一定历史和实证依据的传统食材，对
其养生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真正做到
去伪存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
小桃说，我国还将开展食材中功效成
分、污染物的监测及安全性评价，进一
步完善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名
单。

培育公众科学的营养知识素养也
不可或缺。国民营养计划指出，采用
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定向、精准将科
普信息传播到目标人群。发挥媒体作
用，坚决反对伪科学，避免营养信息误
导。

培育营养专业人才队伍
业内专家指出，讲究膳食营养平

衡是一门科学，需要营养师等专业人
才服务。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营养
计划提出，加快推动营养师、营养配餐
员等人才培养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学
校、幼儿园、养老机构等场所配备或聘
请营养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营
养教育培训。

“相关营养师在临床领域的配备
还有了明确的指标要求，即在临床营
养科室，要使临床营养师和床位比例
达到1：150，组建营养支持团队，开展
营养治疗。”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说。

在加强人才建设的同时，我国还
将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条件，推
动“互联网+营养健康”，开发个性化、
差异化的营养健康电子化产品，如营
养计算器、膳食营养、运动健康指导移
动应用等，提供方便可及的健康信息
技术产品和服务。

国务院《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发布
重点包括七大实施策略和六大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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