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服用
维生素C能预防流感；只吃蔬菜
水果就能减肥；聪明的孩子都吃
素……”这些都是近一年被传得
较为广泛的所谓的“秘方”。其
实，都不靠谱。

近日，中国科协与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共同梳理并发布
了“2019年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
榜”。上面提到的这些都在这份
流言榜上，还有哪些食品安全流
言？这些说法哪里不对？

都说“民以食为天”“健康
是财富”，在人们追求“吃出健
康、吃出美”的路上，却冒出了
不少错误的提示牌，甚至还广
为流传。

“2019年食品安全与健康流
言榜”上的“流言1”就和我们几

乎每天都会摄入的饮用水有关，
说是“喝‘千滚水’会造成亚硝酸
盐中毒”。对此，榜单辟谣称，
“反复煮沸的饮用水中亚硝酸盐
的含量会有所增加，但在人体正
常饮水量下，不会引起亚硝酸盐
中毒”。

此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还提醒，要注意的是饮用水本身
的安全性。朱毅说：“这个‘千’
是表示数量多，‘千滚’不是重要
的，你用的是什么水这个是最重
要的。我们在实验室做了实验，
用了安全可靠的，比如自来水、
瓶装水，我们‘千滚’它，这里面
的亚硝酸盐并不会有明显的增
高。自来水的亚硝酸盐还会比
矿泉水的少一些。”

流言榜单上，“病从口入”这

类的流言还有“吃西瓜感染
H7N9病毒”以及“奶、蛋与肉类
是最有效率的健康杀手”。榜单
辟谣称，H7N9不会通过新鲜、干
净的水果，如西瓜等传播；而任
何食物过量食用都可能带来不
利影响，肉、蛋、奶按膳食指南建

议适量食用有利于保障充足营
养状态。

“吃出健康”的一类流言
也 在 流 言 榜 上 占 有 一 席 之
地。想通过“服用维生素C补
充剂预防流感”；想靠“生吃鱼
胆清肝明目、消火”；再靠“喝
蒲公英茶祛肝毒治肝炎”……
“2019年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
榜”表示，有些无科学依据支
持，有些就是做不到，甚至有
些还可能吃出危险。例如，生
吃鱼胆治疗疾病无依据，滥用
中毒案例时有发生。

此外，想要靠吃来减肥、减
重的人，也可能会受到相关“流
言”的迷惑。例如，“喝荷叶茶
可快速减肥”“只吃蔬菜水果可
以减肥”。朱毅说：“《本草纲
目》里面说吃了荷叶可以消浮

肿，可以令人瘦。同时，也有一
些人拿小鼠做的动物实验发现
荷叶有减肥的效果，不过在人
群中没有这样的数据支撑。在
这里要提醒大家，每周体重减
一到两斤，这是安全的减肥速
度，不管用什么东西，快速减肥
都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不
要快速减肥。”

而如果长期以蔬果为膳食
主体，谷物、豆类、肉蛋奶等食物
过少，榜单表示，这极易造成蛋
白质、必需脂肪酸和部分微量营
养素摄入不足，导致营养不良，
肌肉流失，代谢率下降，长期来
说，反倒不利于维持好身材。

朱毅指出，食品安全与健康
类流言制造门槛低，又和每个人
息息相关受众广泛，建议传播平
台加强管理。 （摘）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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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榜”发布

教育部2019年度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亮点
<<上接04版

持续部署推进，开展实地调研。教
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2019年春、秋季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的通知》，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重点工作。联合市场
监管总局在上海召开校园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工作推进会，交流地方和学校典型
经验，部署重点任务。联合市场监管总
局、农业农村部成立整治食品安全问题
联合行动督导组，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
带队赴河北省开展督导。编发5期《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简报》。赴
北京、辽宁、内蒙古等3省份，实地调研学
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和幼儿园落
实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情况。

加强宣传教育，推介典型经验。坚
持“开门搞整治”，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
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和媒
体联合采访，中央电视台等20余家媒体
发布了80多篇宣传报道。在教育部门户
网站上线“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专题
网页”。在教育部举办的专项整治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展情况新闻通气会
上，介绍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有关情
况。编写教育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大事记。人民网、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报、中国食品安全报等推出系
列报道，加大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力度。中国教育报编
发《一切为了师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各地教育系统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见成效》。深入宣传解读和贯彻落实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举办“共护校园食品安全共为祖国未来
护航”食品安全进校园系列活动。

固化整治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经
过三个多月的专项整治，全国校园食品
安全整体状况明显改善，42.4万所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落实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
39.8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立家长委

员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机制，35万所学
校食堂实现“明厨亮灶”。教育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重点任务的通知》，部署落实学
校、幼儿园负责人陪餐制度和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覆盖率等重点任务。为健全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市场监管
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
等部门印发《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
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在教育部
门户网站全文公布并发布答记者问。

持续推进健康教育和传染病防控

部署重点任务，明确发展方向。在
上海召开全国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座谈会，部署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学校
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是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民心工程”，是实
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工程”，是
建设文明社会、养成文明习惯的“文明工
程”。会议明确了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的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向。教育部相
关司局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上海、吉林、江西、宁夏、天津等
地作交流发言。发文遴选首届全国高
校、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
家。研制大中小幼一体化学生健康教育
大纲。赴辽宁、内蒙古等地12所中小学
校调研厕所革命推进情况。

开展主题健康教育，创新拓展宣传
载体。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年“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
育活动的通知》，明确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主要内容，把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
学各环节，引导师生树立正确健康观、提
升健康素养、形成健康行为和生活方
式。举行2019年“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
题健康教育活动全国启动仪式。各地印
发2019年省级“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
健康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并举行启动仪
式。在北京市公交站台60个广告位投放
“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公益广告，突出“师生健康中国健康”和
“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高广大学生
健康素养”主题。印制3万份“师生健康
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海报，分发
到地方和学校张贴宣传，推动主题健康
教育活动深入校园、深入师生。

完善预防艾滋病教育政策制度体
系，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教育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
代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
印发《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
2022年）》，实施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程。教育部召开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作专题调研座谈会，交流工作进展情况，
部署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印
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世界
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的通知》，联合国家
卫生健康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国传
媒大学举办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
宣传活动，指导中国疾控中心举办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指导
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编写《青年学生艾
滋病病毒感染案例汇编》。

加强传染病防控，保障学生健康。
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遏制
结核病行动计划（2019—2022年）》《普通
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印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流感等传染病
防控和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督促
地方和学校有效防控传染病，保障学生
身心健康。

坚持实施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监测与调研制度

印发《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开展
2019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及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查复核工作的通
知》，在全国开展新一轮5年一次的全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牵头统筹并会同
有关部门协调调研工作，组建协调小组，
开展2期专题培训，明确组织实施要求和

进度安排，拨付专项经费，指导各地开展
工作，及时调度进展情况。截至2019年
底，各省份已基本完成进校监测。

着力深化重大主题理论研究

委托南京医科大学组织实施“新中
国70年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专项研究”，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学校
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历程、主要
成就、基本经验与规律、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现实挑战、改革发展思路和应对策略，
谋划和加强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完成新中国70年学校卫生与健康
教育大事记和研究报告编写，进一步完
善后向社会发布。

总结宣传典型经验

编发两期《教育部简报》，主题分别为
“树立健康第一理念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教育系统扎实推进‘师生健康中国健
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全国各省（区、
市）扎实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
作”。在教育部门户网站、人民网、中国教
育报和相关公众号等媒体编发“打牢基础
护航学生健康成长——2019年上半年学
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综述”“开辟‘中国
特色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之治’新境界
——2019年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重点工
作综述”。编发上海、湖北、江西、海南等
四省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典型经
验。编发天津市、江苏省泰州市、山西省
长治市和太原市、厦门市扎实推进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吉林省、湖北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海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力推
进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广东省广州
市积极开展学校应急救护主题教育，山东
省威海市加强校医队伍建设，成都市龙泉
驿区选聘“健康副校长”，上海市、江南大
学抓牢抓实校园食品安全等地方和学校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典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