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对食药科普知识：关注多，了解少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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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学知
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课
程。这个调查告诉我们，科学知
识的普及也要讲科学。”国家食
药监管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
江瑛近日在发布《全国食品药品
科普状况调查（2017）》时指出。

上述调查显示，公众食品药
品安全意识较强，但安全知识较
为薄弱。颜江瑛指出，调查反映
出我国食药科学知识的普及存
在内容杂乱、权威声音弱、传播
渠道和形式低效等问题，导致公
众对安全知识的高关注度和低
了解度之间存在不小的裂痕。

“要弥合这个裂痕，需要政
府、企业、专家、媒体、公众等多
方面共同努力，需要更加科学地
去做科普。”她说。

科普内容须精准化

《全国食品药品科普状况调
查（2017）》由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新闻宣传中心委托尼尔森网联
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历
时6个月完成。调查发现，绝大
多数人都有着较高的食品药品
安全意识，会关注相关安全知
识，但真正了解食药安全知识的
人并不多。

食品领域94%的受访者关

注安全知识，但相关知识了解者
只有48%。药品领域关注安全
知识的受访者占89%，但了解者
只有29%。保健食品领域关注
安全知识的受访者占59%，但了
解者只有18%。

这种高关注度与低了解度
之间的反差，反映出科普的不
足。调查显示，公众对食药科普
内容的满意度偏低。他们认为，
科普知识虽然较多，但是过于杂
乱，不知道该信哪个；而且太专
业、枯燥，实用性差，针对性弱，
经常找不到需要的信息。“公众
更喜欢明确、直观、简单的科普
内容，过于庞杂的内容让他们无
所适从，难以判断。”参与调查的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
公司副总裁牛存有说。

“这还使得公众对食药科学
知识的了解较为表面化、标签
化。”牛存有说，公众最关注原材
料和添加剂，但对原材料的关注
主要集中于是否纯天然，对添加
剂的关注则是“有无”，而非含量
等合理使用问题。这一方面显
示出他们对源头性安全问题的
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
专业与复杂的生产工艺知识的
“排斥”与缺乏了解，这也是为什
么棉花肉松等谣言流传甚广的
原因。

面对多而杂的科普现状，颜
江瑛认为，亟须提高科普工作的
针对性和科学性，推行精准科
普。“内容精准、传播精准、人群
也要精准，将专业性的语言翻译
成接地气的百姓语言。针对中老
年人、青少年、婴幼儿、女性等不
同群体，以及各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不同水平，制作更多针对性强、
实用性好的科普作品。”她说。

政府发声要注意技巧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
变得更多元，这也给食药科学知
识的传播带来机遇和挑战。调
查显示，微信、互联网搜索引擎、
微博等网络媒介的影响力快速
增长。但是，网络媒体信息的真
实性与实用性受到诟病，网上信
息缺乏规范严格的把关与核查
机制，导致“真假难辨”。

根据调查，铺天盖地的网络
信息中，公众对政府部门官方网
络渠道的接触率只有8.21%。政
府宣传重在权威发布与内容制
作，较少与社会媒体合作，导致
其推广效果相对有限，权威声音
淹没在复杂的网络媒体环境里，
不能及时传播给更多人。

除了传播渠道，传播形式也
要改善。调查显示，公众对文字

科普形式接触最多，但满意度偏
低：内容不好看，太花时间，不方
便。相比而言，尽管科普宣传片
的接触率只有文字形式的一半，
但满意度高居第一。而且，公众
认为视频形式的科普可信度更
高，尤其是真人实拍的科普短
片。这一心理甚至被别有用心
者抓住，利用真人实拍的短视频
和直播形式传播食品谣言，如塑
料紫菜谣言。

食药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目前正在拓展新媒体
渠道和内容展现形式，并与各大
视频网站等互联网平台合作，
如与百度百科合作，制作并投
放科普视频。“我们正在制作一
部讲述‘吃货’故事的网络情景
剧，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让公
众了解一些科学知识。”颜江瑛
告诉记者。

此外，国家食药监管总局还
将推动建立相关政府部门间的协
同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沟通
协作、快速联动反应，共同对错误
信息的传播进行权威辟谣。

审核科普专家资质

科普，除了政府发声，权威
专家的作用不可替代。近年来，
各种“神医”、伪专家，以及在非

自己专业领域频频发声的“万金
油专家”，让真正的专家被网友
误解成了“砖家”，失去了公众的
信任，科普效果大打折扣。

牛存有表示，他们在调查访
谈中发现，大家普遍反映专家水
平参差不齐。同一个内容，“专
家的观点不一致”，“一会儿说有
问题，一会儿又说没有问题”，不
知道该相信哪种说法。

“但是另一方面，食药安全
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没有专
业知识与背景难以了解情况，形
成正确认知。这造成大家依赖
专家的专业讲解，但是又不信任
专家的矛盾。”他说。

这种矛盾亟须缓解。牛存
有建议加强对科普内容与专家
资源的审核，确保让科学正确的
知识得到传播，以正视听。“特别
注意加强专家资质与能力的审
核把关，选择真正的权威专家，
提高相关知识的权威性与可信
度，避免杂乱、甚至错误的知识
给公众带来困扰。”他强调。

据颜江瑛透露，国家食药监
管总局正在建设一个开放式的
科普专家库，并进行规范管理，
不仅要保证选出来的专家权威
科学，公众信任，而且愿意接受
媒体采访，遇到本领域的谣言能
及时站出来辟谣。 （人民网）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全
国13亿多人“舌尖上的安全”，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
体平稳，但“舌尖谣言”“小餐饮”
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是老百姓
“舌尖上的隐患”。从热点问题
入手，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
让成果对接百姓期待，加强食品
安全监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抽检合格率96.8％：食
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014至2016年三年抽检结
果显示，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
平稳，样品抽检合格率稳中有
升。其中，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
25.7万批次食品样品，总体抽检
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
平，比2014年提高2.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品种和指标，如乳制
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三聚
氰胺、小麦粉中的黄曲霉毒素
B1、蛋制品中的苏丹红等，三年
抽检样品均全部合格；花生油中
的黄曲霉毒素B1、水果干制品
中的菌落总数、餐饮自制发酵面
制品中的甜蜜素等抽检合格率
逐年提高。

抽检合格率的提高，得益于
监管网络的全面覆盖。目前国
家食药监管总局已建立覆盖国

家、省、市、县四级监督抽检体
系，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
强风险预警防控，一系列新举措
正不断织密“舌尖上的安全网”。

2017年，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已实现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抽检信息的每周公开。目
前，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对监管信
息执行“五公开”，即决策公开、
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
结果公开。

为提高监管专业性，让食品
安全不再遭受标准缺失之痛，我
国历时7年建立起现行的食品
安全标准体系，完成了对5000
项食品标准的清理整合，共审查
修改1293项标准，发布1224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为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落
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试点工作已
于2014年正式启动。目前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试点城市已有67
个。与创建前相比，群众对创建
工作的支持率达95％，食品安全
满意度提升约10个百分点。

以创新促升级：打造舌
尖上的“智慧食安”

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负一
层的大食代美食广场，一家小餐
饮店“辣味友麻辣烫”门前已经
排起了长龙，店员李梅正忙得不
亦乐乎。几平方米的店面里，餐
饮服务许可证、营业执照悬挂在

明显位置，各色菜品整齐排列，
服务员统一着装，佩戴帽子和口
罩。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如
果单独申请我们达不到办理餐
饮许可证标准，顾客也少，还怕
被查。”李梅说，现在有统一的加
工间、洗菜间、消毒间和就餐场
所，实现了“明厨亮灶”，来这里
消费的顾客越来越多、生意越来
越好。

这一小餐饮门店里的变化
得益于成都锦江区市场和质量
监管局探索建立的“小餐饮”档
口式监管机制。

据了解，为实现“小餐饮”从
脏、乱、差到生产规范转变，成都
市锦江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机制，
提出了“档口式小餐饮”的监管
思路，美食广场里所有的“小餐
饮”店共用加工间、消毒间、就餐
场所等，每个“小餐饮”档口只负
责制作和售卖，把以前游离于监
管之外的“小餐饮”纳入监管，探
索出监管和规范发展相结合的
新机制。

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对老
百姓来说是“天大的事”。面对
食品安全问题，创新监管思路、
扎牢监管篱笆是民之所望、施政
所向。

今年4月12日，一块“湖南
省人民检察院驻省食药监管局
检察联络室”的牌子挂在了湖南
省食药监管局的门口，这是全国
首家省级驻食药监部门检察联

络室。
湖南省食药监管局局长刘

湘凌介绍说，湖南检察与食药监
部门将依托这一平台建立健全
联席会议制度，以及联合调查、
联合督办和信息共享机制。据
了解，驻湖南省食药监管局检察
联络员采取每周1＋X工作时
间，致力于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的无缝对接。

驻湖南省食药监管局检察
联络室成立以来，已会商案件
200余件，指导案件65件，联合
督办案件15件。据湖南省食药
监管局介绍，成立检察院驻食药
监管部门联络室，有利于促进移
送案件刑事追责，加大强制执行
力度。

以科普促共治：多措并
举提高“食商”

“粉丝可燃烧含荧光剂”“肉
松面包是棉花做的”……打开手
机，一些食品谣言“刷屏”朋友圈，
引发很多人“舌尖上的焦虑”。国
家食药监管总局新闻宣传司司
长颜江瑛就此指出，打击食品安
全谣言，要让科学知识跑在谣言
前面，同时也要加大对食品谣言
制造者、传播者的惩处力度。

在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中，各地食药监管部门
举行了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帮
助公众变身“食安达人”。

武汉市食药监管局在活动

场馆里竖起一个身穿制服的卡
通形象，引起来往观众注目。据
了解，这是武汉在2012年推出
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
代言人“康康姐”，目前已在武汉
建立起监管部门、研究机构、院
校、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各方
共同参与的科普宣传模式和机
制。“辣条是不是垃圾食品？”“豆
制品会增加乳腺癌风险？”这些
问题“康康姐”都会通过多种渠
道给出答案。

以科普促共治，是甘肃食安
治理的一大亮点。甘肃省食品
药品稽查局主任科员牛清煜介
绍，甘肃省实施城乡居民饮食用
药安全科学素质工程，建立多渠
道、专业化、立体化的科普体系，
着力打通食药科普“最后一公
里”。全省在城乡建立430个食
药科普宣传站，1343个乡镇（街
道）食药监管所，将科普宣传列
入日常重点工作。此外，甘肃省
市两级食药检测机构建立科普
展览馆（室），建成食药科普基地
20余个。

对于“舌尖谣言”，国家食药
监管总局已基本做到在24小时
内对谣言进行批驳打击。据颜
江瑛介绍，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加
大舆情监测力度，发现食品谣言
及时辟谣。她表示，通过舆情监
测和后续分析研判，国家食药监
管总局已及时发现并处置了“塑
料紫菜”“可燃粉丝”等食品安全
谣言。 （新华网）

打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