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日前
印发《2020年国家产地水产品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将重点监
测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状况，

推动农产品稳产保供。
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今年 4月至 9月，33
个省区市和新疆兵团农业农
村（渔业）主管部门，将随机
抽取本辖区养殖水产品样品

4000批次以上。有关水产品
质检机构将对草鱼、鲤鱼等
28个种类养殖水产品进行检
测，涉及风险较大的硝基呋
喃类代谢物、孔雀石、氧氟沙
星等 10种禁用药品及化合

物。农业农村部将及时公布
监测情况。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
要加强对水产养殖中的兽药
使用监管，健全水产品兽药
残留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违
法用药行为的打击力度。继
续开展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
动和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
动，不断提高养殖者规范用
药意识。

农业农村部启动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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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3月13日，中国农
科院面向全国发布规模化猪
场复养、非洲猪瘟诊断与检
测、非洲猪瘟清洁消毒等3项
技术要点2.0版。这是在去年
9月发布的3项技术要点1.0版
基础上，吸收了其推广应用成
效的升级版。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
局长魏宏阳表示，非洲猪瘟疫情
暴发之后，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下，从去年11月份开始全国生
猪生产指标回升，今年继续保持
良好势头。但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给生猪复养带来了一定影
响和困难。他认为，中国农科院
最新发布的生猪复养3项技术
要点升级版是“抓住了当前产业
需求的关键”。

据介绍，三项技术要点发布
以来，已向全国多个省份、养殖
企业进行了技术咨询与推广应
用，助力养殖场户提高对于非洲
猪瘟的生物安全防护能力，为疫
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规模化猪场复养技术要
点》1.0版已在黑龙江、天津、山
东、江苏、湖北等地区推广。其
中大北农集团已全面应用，现
有60余个母猪场全部正常生
产，基础母猪加后备猪存栏25
万头，现有放养肉猪上市率
91%，复养技术方案为疫病净化
提供了充分支撑。根据推广应
用中的实际操作，2.0版增加了
操作流程图、疫情复盘的风险
因素等内容，优化了部分操作
流程和细节，常用消毒药中增
加了口服碘。

《非洲猪瘟诊断与检测技术
要点》涵盖疫病早期发现、现场
排查、精准检测三个环节，通过
技术咨询、临床诊断和试剂盒的
推广应用，提高了临床兽医和养
殖人员的专业知识，为从事非洲
猪瘟现场排查和检测的一线防疫人员提供
了简明实用的操作技术与方法，提升了基层
兽医部门和养殖企业的防控能力。2.0版补
充了近期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通过农业
农村部评估的非洲猪瘟检测试剂名单，将有
助于基层选用现场快速检测试剂。

《非洲猪瘟清洁消毒技术要点》科学客
观评价了市售常用消毒剂的灭杀效果，兼顾
病毒高效灭杀、从业人员防护、环境生态安
全，制定了消毒技术规范，在广东、四川、河
南、黑龙江等多地推广应用，助力养殖场户
提高生物安全防护水平，提高生产效益。
2.0版增加了几类消毒剂的稳定性及消毒效
果比较，补充了干粉消毒剂使用指南，详细
总结了不同种类消毒剂的常规应用和注意
事项，便于使用者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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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23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
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大力优化国
内市场供给、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
提质升级、着力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
络、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
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全面营造放
心消费环境等六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提出19条政策举措。其中，在重
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方面提
出三大举措。

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构建文
旅多产业多领域融合互通的休闲消费
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
游购物场所。推动重点城市加快文化
休闲街区、艺术街区、特色书店、剧场
群、文化娱乐场所群等建设，发展集合
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区。规范演出票
务市场，加强对演出赠票和工作票管

理，强化票务信息监管。培育新型文
化和旅游业态，鼓励博物馆游、科技旅
游、民俗游等文化体验游，开发一批适
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旅游线路、旅游
目的地、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
特色的创意旅游商品。促进全域旅游
发展，提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和
品牌影响力。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
展入境海岛游、近海旅游、乡村旅游、
冰雪游、历史古都文化游等特色旅
游。加快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和
实验区建设。

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鼓励
各地区、各行业运用手机应用程序
（APP）等方式，整合旅游产品信息，畅
通消费投诉渠道，改善旅游和购物体
验。提升“智慧景区”服务水平，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做好客流疏导和景区服务。加大入
境游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提升景区景
点、餐饮住宿、购物娱乐、机场车站等场
所多语种服务水平。在充分考虑国家
安全和人员往来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研

究出台便利外籍人员入出境、停居留的
政策措施。鼓励境内支付服务机构在
依法合规前提下与境外发卡机构合作，
为境外游客提供移动支付业务。鼓励
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内的商店申请成为
离境退税商店，优化购物离境退税服
务。培育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消费潜
力大、国际化水平高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
施出入境便利、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免
税业等政策，形成一批吸引境外游客的
旅游消费目的地。

创新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编
制前瞻性入境旅游营销战略规划，更
好发挥各地区旅游推广联盟、行业协
会和新媒体作用，持续推广塑造“美丽
中国”形象。鼓励成立专业化的文化
旅游形象营销机构，探索建立政府搭
台、企业主导、线上线下融合、游客参
与互动的全方位推广宣传模式。充分
利用境外旅行社渠道，创新商业合作
模式，促进境外旅行社宣介中国旅游
品牌、销售中国旅游产品。

北京升级措施织密立体防控网

23部门联发《意见》推进文旅休闲消费升级

截至3月17日12时，北京已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
例，境外输入型风险持续增大。根据北
京最新升级的防控措施，所有入境进京
人员都需隔离14天，北京市今天通报，
为切实做到入境人员的闭环管理，一系
列相配套的措施也在不断完善，首都机
场进一步优化入境流程、减少人员聚
集，小汤山作为定点医院紧急启动缓解
北京地坛医院的检测压力。

此前网络上曾出现首都机场三号
航站楼D区人员过于密集的视频，对
此，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莹今天表示，视频中大多数画
面反映的是3月15日处置专区入境旅
客现场转运的情况。3月15日零时开
始，首都机场将全部国际以及来自港
澳台地区的36个进港航班全部调整
到了三号航站楼处置专区进行运行，
这个调整让处置专区的航班量和旅客
量都较之前提高了3倍，造成短时客
流加大。很多旅客携带大量行李也给
疏散带来压力，3月15日下午有一趟
飞机5名旅客的行李达121件，严重影
响到了现场的转运效率，造成现场旅
客积压等候提取行李的情况。

赵莹说，为确保旅客安全，现场工
作人员及时与北京市交通部门联动，
由北京市交通委启动了应急预案，调

度 10辆厢式货车参与行李运输保
障。旅客和行李的转运模式由原来的
旅客携带行李，共同上一辆大巴车，调
整为三辆机场巴士配一辆厢式货车，
编组分运旅客、行李。从3月16日三
号航站楼处置专区整体运行情况来
看，旅客积压情况已有明显改善。

一些需要进一步筛查的旅客被转
运到北京地坛医院，一度也给该医院带
来了相当的压力。北京地坛医院院长
李昂说，自2月29日起，截至3月17日8
时，由首都机场送至地坛医院需进行筛
查的境外输入人员共1601例，其中确
诊病例38例，已治愈出院3例，在院治
疗35例，目前在院疑似病例37例。

李昂说，按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待
筛查人员均需在医院接受新冠病毒相
关医学检查，一般包括血常规、胸部
CT检查和鼻咽拭子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检测等项目。经过筛查和综合医学
判断，符合离院标准的，由医院出具诊
断证明和离院通知单，与从首都机场
直接分流到新国展的旅行人员一样，
由各省和北京市各区进行后续分流安
排和健康管理。

为适应境外来京人员筛查的需
求，地坛医院增加检测人员和设备，
提升检测能力，咽拭子核酸检测24小
时全天候进行，由每日的两次增加至

5次；调配1辆移动采血车，加快抽血
采样速度；启用备用CT，两部CT24
小时持续服务；开放5个留观病区及
3个疑似病区，调配医护人员，保证医
疗安全。

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
说，为进一步缓解境外到京人员健康
筛查压力，北京小汤山医院3月16日
已正式启用。

北京市昌平区副区长吴彬说，昌
平区合理地选择路线，减少对周边村、
小区和居民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小对
社会交通出行的影响。同时还布局从
高速出口到医院门口，实现两点一线
的闭环管理和服务保障，让运送环节
更安全、便捷和高效。

3月16日北京报告确诊9例境外
输入型新冠肺炎患者，据北京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确诊病例中有多
起家庭或同学聚集性案例。3月16日
确诊的37岁洪某某，是此前靠服药瞒
报乘机入境后确诊的黎某的丈夫。此
外，聚集性输入病例还有从西班牙抵京
的44岁的季某某与其丈夫谷某某，金
某某与妻子吴某某和在西班牙为同学、
室友的刘某与穆某某。北京市疾控中
心也再次提醒，有症状的旅客不要登
机，以免给他人造成风险。

（中青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