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召开“健康中国行动”之实施健
康环境促进行动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
崔钢在会上表示，到2022年和
2030年，我国居民饮用水水质达
标情况明显改善并持续改善；居
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分别达
到15%及以上和25%及以上。

我国饮用水总体安全
提倡健康饮水和健康用水

崔钢介绍，截至目前，国家
卫健委在全国饮用水监测方面
的工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市县
和95%的乡镇，正牵头组织开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修订工
作，争取明年出台更符合规范、
更易于操作、更科学的标准，便
于执法单位、执行单位遵照执
行。此外，针对土壤问题，国家
卫健委还在一些重点地区开展
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
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等提供
不断完善的科学依据和更有效
的措施。

崔刚表示，未来，国家卫健
委将从建立环境与健康调查监
测与风险评估制度，开展人体
生物监测和健康风险评估等方
面入手，为完善防治策略和制
定针对性更强的关键技术措施
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的技术支
撑；开展环境污染与疾病关系、
健康风险预测预警以及适宜技

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做好科
研成果的转化和综合利用；加
强中医药对环境污染、健康防
护干预措施的研究；加强公众
科普和宣传，提高公众健康素
养和风险防范意识，指导公众
做好健康防护等方面发动、积
极倡导健康的环境意识，最大
限度地保护群众健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
境所所长施小明介绍，近年来，
我国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水源水的水质也得到了提高。
在住建、水利、环保和卫生健康
等部门的努力下，通过新建集中
供水设施、升级改造自来水厂工
艺，加强水质的检测和监测等措
施，我国城乡饮用水水质得到了
很大提升。

施小明表示，从全国范围
监测结果来看，我国饮用水总
体是安全的，水质是好的。当
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合格的水
样，主要原因是微生物超标，而
我国居民饮用开水的习惯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具
体来说，卫生健康部门在保障
饮水安全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全国城乡饮用水卫生监
测工作。我国从1992年启动全
国农村饮用水监测网络，2007
年开始建立全国城市的饮用水
监测网络。目前全国 31个省
300多个地市及2800多个区县，
已经实现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
全覆盖。该工作分别在每年枯
水期和丰水期进行两次监测，

部分省份已经实现每季度甚至
每月监测一次，为居民提供关
于水质方面的公开信息。

第二，重点流域生活饮用
水中新型污染物专项调查。
在全国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
工作的基础上，在重点流域、重
点地区开展生活饮用水中新型
的污染物，如抗生素、全氟化合
物与塑料微珠、塑料微粒等专
项调查。了解生活饮用水中新
型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和分布
特征，开展健康风险评估，探
索建立饮用水新型污染物监
测工作机制。

第三，饮用水标准制修订
工作。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是2006年修订的，是
保障安全饮水的基本技术规
范。该标准自 2006年实施以
来，对提升我国的水质、保障群
众饮用水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去年3月，国家卫健委联合有关
部委启动新一轮标准修订工
作。这次标准修订贯彻以人为
本的原则，基于我国近年来积
累的大量监测和科研数据，以
健康风险评估为原则，兼顾标
准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保留反映水的基本特征的指
标，纳入已经出现健康危害，特
别是有人群的流行病学正确的
指标及最新的检验方法。新的
标准预计在2020年发布。

第四，指导公众健康饮水和
健康用水。包括节约用水、喝开
水、勤洗手、鼓励有条件的家庭

使用净水器、正确处理洪涝灾害
及水污染事件等。

加大科普宣传
成为提高居民素养重要途径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
刘霞介绍，为践行健康中国科普
工作，中华预防医学会在汇集专
家智库资源、组建科普专家团
队、加大科普宣传、建立激励机
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一
步将整合学会各分支机构的力
量，提出权威、科学的环境健康
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分类制定公众环境健康防护
指南，供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
等平台发布宣传，同时也利用学
会的工作网络加以传播和推广，
积极发挥科普机构的优势与支
撑作用。

此前，在7月16日举行的首
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文件解读发布会，即健康中国行
动之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发布会
上，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司长宋树
立也提到，未来将大力推进健康
科普工作，积极助力健康中国行
动。具体来说，将建立并完善国
家级、省级两级健康科普专家库
和国家级健康科普资源库，构建
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
核机制。媒体可从相应的专家
库中选择邀请专家来参加健康
科普活动，加强对健康教育内容

的指导和监督；对于出现问题较
多的健康信息平台，要通过有效
监督、整改，使其能对传播健康
知识发挥积极、科学、准确的作
用；对于科学性强、传播效果好
的健康信息要予以推广，对于传
播范围广、对公众健康危害大的
虚假信息坚决予以澄清和纠
正。同时，鼓励扶持中央广电总
台和各级电视台、电台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开办优质健康科
普节目，报刊要推出一批健康
专栏，在各媒体平台上，推动互
联网+精准健康科普；动员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知识普及
工作，鼓励卫生健康行业学会、
协会、社区和单位组织健康传播
活动。

据了解，健康环境是人民群
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在健康的影
响因素中，环境因素占到17%。
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已成为
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许多都与
环境密切相关，如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等，且
影响程度日益凸显。健康环境
促进行动以全社会公众为关注
对象，重点围绕影响健康的空
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问题，室
内污染等家居环境风险，道路交
通伤害等社会环境危险因素，倡
导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担
建设健康环境的责任，给出健康
防护和应对建议，并提出应采取
的主要举措，动员全民参与、共
担责任、共享成果。

（食品伙伴网）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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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望明年发布

本报讯 由中国健康传媒
集团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
《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
报告》公布了去年食品安全
谣言十大案例。

分别是：星巴克咖啡致
癌、大蒜炝锅致癌、用海绵做
八宝粥、薯条治脱发、草莓
是最脏水果、热柠檬水能治
疗癌症、生吃白糖体内长螨
虫、木耳打药、食盐中的亚
铁氰化钾有毒和醋蛋液包治
百病。

根据报告显示，2018年，
按谣言传播量由大到小排列
依次为食用农产品类谣言、
加工食品类谣言、餐饮食品
类谣言和其他类谣言。其
中，食用农产品类谣言的传
播量最大，占比57％，水果类
和蔬菜类占比较大;其次为加
工食品类谣言，占比 33％。
调查显示，这些盛传的食品
安全谣言一般有以下特征：
不顾事实，夸大其词；张冠李
戴，杜撰权威；假意关心，利

用心理；偷换概念，违背常
识；伪装科学，试验作证。

食品安全谣言常常选择
性忽视关键部分，并有意无
意地将其模糊化，再加上煽
动性话语，耸人听闻的标题，
无限放大部分内容，令公众
产生恐慌心理，最终落入谣
言圈套。辟谣时应主动将衍
生出谣言的正确信息母体公
布于众，从而令受众信服。

而在传播渠道上，微信
是食品安全谣言和辟谣数据
传播最多的渠道，接下来分
别为微博、新闻网站、客户
端、论坛。新闻网站的占比
有所提高，说明大众媒体对
于辟谣和科普的力度增强。

近日，“食品安全辟谣联
动平台”和中国食品药品谣
言智能识别系统公众查询平
台启动。有调研显示，72%
的被调查者渴望得到更多的
科普知识和辟谣信息，食品
相关辟谣文章的阅读量普遍
更高。

北京海关日前对外宣布，
成功破获一起近年来最大涉嫌
走私农产品案。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走私
呈持续多发态势。北京是华北
地区最重要的农产品终端市场
和集散中心，消费需求较大，巨
大的利益诱惑促使一些不法分
子铤而走险。走私犯罪分子为
牟取高额非法利益，想方设法
逃避海关监管，将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的农产品走私入境，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

为掌握北京地区农产品市场
规律和销售现状，北京海关缉私
局以北京某批发市场为中心，组
织专门警力对该市场及周边相
关的商户、档口开展专项调研。
在实地调查走访中侦查员发现，
有多家销售进口辣椒、孜然、茴
香等调料作物的商户和公司，声
称直接从境外采购进口“一手货
源”，但正常向海关申报进口的
商品数量却明显与此不符。

为进一步摸清事实，侦查
员明察暗访最终发现，这些进
口的调料作物虽分属不同商

户，但装运地却无一例外地指
向广西、云南两地的边境口岸，
而并非北方地区的海港口岸。
为何要“舍近求远”进口货物？
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侦查员的怀
疑。就在此时，武汉、南宁等地
传来消息：已锁定多个盘踞在
广西、云南两地与某国边境口
岸，长期利用边境小额贸易方
式和边民互市贸易渠道走私的
团伙，目前查实的货主信息指
向多个注册在北京的公司。

至此，跨区域缉私联动机
制初显成效，一个横跨全国多
个省区市，利用边境小额贸易
方式和边民互市贸易渠道，采
取伪造单据、虚假申报、化整为
零、“蚂蚁搬家”等方式走私进
境调料作物的犯罪团伙逐渐浮
出水面。

根据相关情报信息，北京海
关缉私局迅速成立“TL2019”专
案组，严密监控涉案团伙成员，
精心制定抓捕计划，不断完善侦
查方案。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
对，专案组从数以万计的数据
中，成功筛查出犯罪团伙与境外
供货商、境外接货人员沟通联络

的犯罪证据及相关材料。
经初查，2014年至今，以犯

罪嫌疑人孙某东、翟某艳、王某
霞、苏某阳等人为首的走私犯
罪团伙，从印度等国家订购农
副产品后要求外商将货物发运
至越南，勾结专业走私团伙，采
取伪报原产地和伪报贸易性质
等方式，利用边民优惠免税政
策从越南走私干辣椒、孜然、茴
香等农副产品1000余柜。

7月17日凌晨6时30分许，
随着北京海关高玉潮关长发出
行动指令，北京海关缉私局派出
的5个行动小组共计80余名干
警在北京、广西玉林、山东青岛
等地同时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截至目前，办案民警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6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全部到案。办案民警在北
京、玉林共查获2个仓库，现场
查明涉案货物市场价格估值约
2.6亿元人民币，涉嫌偷逃税额
4000万元人民币，现场查扣一
批涉案物证和电子证据。此次
行动共刑事立案3起，相关涉案
资金账户正在冻结中。涉案货
物价值达2.6亿元。

《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告》
公布食品安全谣言十大案例

北京破获一起农产品走私大案 涉值2.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