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坚决
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重要
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全力稳定水产品生
产和保障供应，努力维护正常产销秩序，
指导强化渔业安全生产，确保群众正常
生活需要。渔业有关科研、教学、推广单
位和社团组织、渔业企业也积极行动，开
展技术服务，捐献急需物资，为疫情防控
工作做出积极贡献。现将疫情发生以来
各地出台的有关政策和好的做法整理转
发，供借鉴参考。

一、湖北有序放开重点地区水
产苗种运输限制

2月7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印发《关于保障“菜篮子”产品和
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稳定市场供
应的通知》（鄂防指发〔2020〕36号），要求
有序放开重点地区水产苗种运输，对武
汉、黄冈、荆州、孝感、咸宁、随州、鄂州、
天门、仙桃、潜江等地部分县（市、区）春
投春放鱼苗的运输，由县级以上指挥部
发放车辆运输通行证，点对点从鱼苗繁
育场运输到规模养殖场。在不折不扣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科学防控，精
准施策，为“菜篮子”产品流通和农业生
产创造必要条件。

二、广东明确水生野生动物违
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范围

2月7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水生野
生动物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粤农农办
〔2020〕17号），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落
实省联合打击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
动暨联合打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
专项执法行动部署，加强水生野生动物
监督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
控。明确行动中水生野生动物范围，主
要包括娃娃鱼、胭脂鱼、海马等列入国家
和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
及其制品，不包括其他水产捕捞和养殖
经济品种。通知还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做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
用管理，配合打击水生野生动物违规交
易行为，加大信息宣传、引导行业自律。

三、浙江全面部署加强渔船防
控工作

浙江省按照农业农村部有关通知要
求，按照船籍港管辖原则，严格渔船管
控。一是延后渔船出海时间，原则上要求
渔船出海生产时间延至2月10日以后，疫
情较重的台州初定在2月17日以后。二

是渔船船东（船长）必须向船籍港所在地
渔业主管局报告，符合当地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要求后方可出海生产。三是渔船生
产期间的生活补给、渔获物交易等必须在
船籍港所在地进行，发现有异地补给、交
易等，查获地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四是渔
船船东（船长）必须严格按照《进出港报告
制度》规定，向船籍港所在地渔业主管局
报告进出渔港情况，未报告的依法责令停
港。五是作业期间船上发现有疑似病人
的，渔船船东（船长）必须第一时间报告并
返回船籍港所在地。当地渔业主管部门
必须落实港口、岙口等指定地点，按照防
疫有关要求做好人员隔离等相关工作。

四、安徽采取措施稳产保供

安徽省渔业系统按照省委省政府和
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全力保障水产品
生产稳定，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需
要。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宣传。省农业农
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做好
当前渔业船员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
知》，芜湖市向渔民发放《渔业船员防范
新型冠状病毒须知》和《致广大渔民的一
封信》。二是加强渔业生产调研。通过
各种途径加大调研力度，及时了解疫情
对渔业生产影响，重点了解龙头企业、合
作社遇到的困难，并研究有关措施。三

是加强水产技术指导。省水产总站两次
通过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农民服务台节
目，开展稻虾综合种养技术咨询，为农民
朋友答疑解惑。截至2月7日，全省水产
品存塘量充足，预计1月份水产品产量
约36万吨，同比增长1%。

五、宁夏多措并举开展防控

宁夏区渔业系统严格落实农业农村
部及自治区各项部署，多管齐下，加强防
控，积极保供，支援一线。一是开展水产
养殖区摸排防控，以外地人来宁承包经
营养殖和规模化养殖为重点，详细登记
人员外出情况、健康状况和接触史。督
促指导养殖户对生产区域用氯制剂进行
消毒，杜绝外来人员入场。二是组织开
展“平价水产品供应”活动，选取居民区
相对集中的社区蔬菜直销店设置20个
鲜活水产品平价直销点，以草鱼、鲤鱼6
元/斤，鮰鱼10元/斤平价销售，并统一明
码标价，公布监督投诉电话。截至2月6
日，累计平价供应水产品近10000斤。
三是开展“向抗击疫情一线工作者献爱
心”活动，向自治区16家医院和医疗机
构、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志愿者服
务车队以及贺兰县6个乡镇、12个堵疫
检查点的一线工作者捐赠优质草鱼、鲤
鱼、鮰鱼2万公斤。

开展疫情防控 保障水产品供给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老毛病又犯了？
专家帮你充实生活

2020春节是一个特殊的超长假
期。有一位患者因为疫情常常紧张的
睡不着，焦虑的老毛病又犯了——喝
酒。原本他经过治疗后已经停药两年，
酒也戒了，但是由于这个特殊时期，焦
虑再次发作并又出现了复饮。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这个假
期给许多人带来了情绪问题，抑郁、恐
慌、焦虑、疑病、失眠等等，在这些负性
情绪影响下，有些人开始借烟酒消愁，
有人狂刷微博（信），希望通过信息的获
取来缓解焦虑情绪，而有些小朋友也开
始拿起手机，以“游戏”会友。

“瘾”无处不在，任何可以给人类带
来快乐、减轻痛苦之事物均可能导致成
瘾。手机和游戏可以帮助孩子打发无
聊时间、酒精可以一醉解千愁，而香烟
可以“抚平”内心焦虑、烦躁。正是这些
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法可能让你不知不
觉走上了“成瘾”之路。假期预防成瘾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客观认识疫情，安抚自己的情绪：
特殊时期，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我们的
情绪也随之起起伏伏。建议可以锁住
3-4个官方信息来源，掌握疫情变化，做好
相应的自我防护即可。另外可以通过一
些情绪评估软件或量表，了解自己当前情
绪状态。如果情绪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
家庭关系，可以通过网上咨询或者求助专
业机构帮助解决。切莫靠“烟酒”消愁。

2.合理规划时间，莫被手机牵着
走：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做一个todo
list,互相监督完成。一方面可以合理使
用手机及控制上网时间，另外也可以借
此时间进一步增进亲子关系。且莫图
轻松，一人一“机”，互不联系。

3.身体动起来，心情静下来：运动能
够促进快乐神经递质（多巴胺、五羟色
胺、内啡肽）的释放，从而有效改善情绪。
可以根据年龄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
运动锻炼。同时也可以采取冥想、呼吸
调节等方法，让焦虑的情绪平复下来。

4.换个角度看问题：换个角度看这
个特殊的假期，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收
获，学会了洗手、戴口罩的正确方式；学
习了咳嗽的礼仪；掌握几种新菜式、戒
掉外卖和奶茶；看完以前攒的“先马后
看”的网课；提前完成年度阅读计划
……让被迫宅在家的时期充实起来。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相关数据
显示，新增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没有继续
明显增高，这是个好事。作为普通民
众，我们应把关注的重点从无法确认和
掌控的疫情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保持
相对正常的生活规律，增强确定感和力
量感。在照顾好身体的同时，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警惕成瘾的发生，用健康的
生理与心理，共渡难关。

（此文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
医师杜江进行科学性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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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大数据视角下疫情对
相关市场需求的影响
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周萌

截至2月7日17时，全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1252例，疑
似病例26359例，疫情防控进入关键
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借助
百度大数据平台，收集相关信息，探究疫
情对相关市场需求的影响，敬请关注。

疫情关注情况

百度大数据平台数据显示，民众从
1月20日起，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开始快
速升温，搜索指数大幅攀升。1月21日
至24日，通过百度搜索浏览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相关信息日均超过10亿人
次，这说明民众主动获取信息的意愿十
分强烈。而后在1月25日和1月28日
分别到达两个峰值，之后呈现平缓下降
趋势，这显示政府及时发布权威数据、
出台各项紧急措施，对于消除民众恐
慌、改善社会秩序等取得积极成效。

从省份分布看，广东、山东和江苏对
疫情的关注度最高；从城市分布看，北
京、成都和上海对疫情的关注度最高。
考虑到上述地区人口基数和人员流动比
较大，民众的关注度和警惕性也会更高。

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民众最为
关注的前三项是医疗救助、防护物资和
疫情进展。受“封城”以及减少出门的
影响，武汉民众查询快递的需求激增。

疫情对相关商品市场的影响

市场需求变化1月16日至2月4日的
搜索统计数据显示，民众对防护用品最为
关切，超过300%的搜索指数环比增长率
反映了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且增速很高。

与此同时，民众对生活必需品市场
的关注度较低，市场需求有所增长但较
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民众切身感受
到商超供应量充足，不再大量抢购、囤
积。对药品的需求受1月31日晚“双黄
连有效预防肺炎”谣言的影响，2月1日
至2日出现需求高峰。国家卫健委2月
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不主张将双
黄连作为预防用药”之后，民众对药品
市场的关注度开始下降。

市场需求分析

以民众在互联网搜索所产生的底
层数据为基础进行需求图谱分析，可以
直接显示民众对于各细分市场的具体
需求点。

防护用品市场。防护用品需求图
谱显示，民众最为关注的商品是防护服
和防护口罩。同时，随着专家对新型冠
状病毒的持续研究，更多的传播途径被
发现，防护手套等更为宽泛的防护用品
的市场需求被激发，民众对此类商品的
关注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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