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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日前印发的《中国公民生态环境
与健康素养》中获悉：2018年我
国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总体水
平 为 12.5%，即 平 均 每 100个
15-69岁的人群中，只有不足13
人具备基本的环境与健康素养。

根据调查，我国不同群体之
间环境与健康素养差异明显。其
中，城市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
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分别是
16.9%和8.1%；男性居民素养水平
高 于 女 性 ，分 别 为 13.9%和
10.9%；20-29岁人群环境与健康
素养水平最高，为18.3%。在城
乡、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人群中，
素养水平随文化程度增高而明显
升高。

调查结果显示，科学知识素
养水平低是素养水平提升工作
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分
类素养看，我国居民环境与健
康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素养分别为25.3%、5.8%和
25.4%，基本知识素养水平远低

于基本理念和基本技能，科学
知识素养水平低的问题尤为突
出。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行动目标，2022年和
2030年我国居民生态环境与健
康素养水平要分别达到15%及以
上和25%及以上。下一步，在提
升居民素养方面会有哪些行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损害评估中心
主任朱忠军认为，从调查结果看，
尽管人们对“良好的环境是生存
的基础、健康的保障”等问题的正
确回答率较高（接近80%），但也
有近20%的受访对象不能正确认
识环境与健康的基本关系，可见，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还是个新领
域，公众对环境与健康的基本认
知仍需加强。“在各年龄段，
15-19岁居民的基本知识分类素
养水平中最低（仅为2.2%），这一
人群绝大多数为在校青少年，因
此不能忽视青少年绿色健康生活
方式的养成。此外，农村居民对
各项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显著低于

城市居民，这与人群受教育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度、宣传普及覆盖程度等有关，
可见开展素养提升工作还应努力
走进乡村。”朱忠军强调。

据了解，《中国公民生态环
境与健康素养》是依据《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年）》和《国
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健
康工作规划》部署，由生态环境
部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原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公民环
境与健康素养（试行）》基础上修
订形成的新版本。《中国公民生
态环境与健康素养》设置了30个
条目，其中：基本理念7条，强调
正确认知、科学理解环境与健康
的关系，突出预防理念和责任意
识；基本知识13条，涵盖空气、
水、土壤、海洋、生物多样性、气
候变化、辐射、噪声多个方面；基
本行为和技能10条，包含绿色健
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及相关信
息获取、理解、运用及应急、监
督、维权等技能。

我国100人中不到13人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

本报讯 记者从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针对如何
减少粮食浪费，科学系统地做
好粮食产后减损，该局将完善
“产购储加销”协同机制，创新
强化粮食监管执法，推动粮食
科技创新和科普宣传，多环节、
全链条、系统化减少粮食产后
损失。

据介绍，我国在推进节粮
减损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在
农户储粮环节，正确使用农户
科学储粮装具，粮食损失可降
低至2%以下，目前，0.5～2吨
农户储粮装具和10吨农户仓，
10吨至20吨中小型农村烘干
整理装备，都已推广应用；在
粮食收购环节，支持各地建设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和开展“中
国好粮油”行动等，促进粮食
提质进档、推动节粮减损；在
储运和加工环节，开发推广安
全储粮技术和推进适度加工
技术，减少了不必要的粮食损
失和能源消耗。

“但粮食产后减损仍然任
重道远。目前，我国粮食在储

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
量仍达到700亿斤。运输过程
中的抛洒遗漏、农户储粮损失、
过度加工都是造成损失的原
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
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将把节粮减损纳入拟
议中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强化

监督，采取有效措施，指导粮
食收获、仓储、运输、加工、消
费等各个环节减损工作；继续
开发节粮减损新技术，提高成
品粮出品率、加工转化率和副
产物利用率，服务粮食“产购
储加销”体系建设；加强节粮
减损技术宣传，普及节粮减损
知识。

推动全链条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作为政府部
门一把手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
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间时表示，
针对疫情防控，除了对发热、咳嗽
症状监测之外，还要加强监控农
贸市场、冷链供应链、物流状况、
重点人群等等，争取及早发现及
早应对。

雷海潮表示，为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北
京今年已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的若干意见》《加强首都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市卫健委正在
组织这两个文件的贯彻实施。其
中，加强症状监测、提高监测预警
能力，这正是文件当中所提出来

的要加强的方向。
雷海潮表示，不仅是二、三级

医院的发热门诊，基层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也应该具备发现传染
病患者的功能。《关于加强首都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提出，要加强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发热哨点建设，建设
200多个规范性的发热哨点，把
社区看病的有可能是传染病的患
者能甄别出来，把他们第一时间
转诊到三级医院，使之得到及时
诊断和良好的治疗。

此外，核酸检测在北京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在
不断提升核酸检测的能力，雷海
潮透露，北京具备核酸检测的机
构已经有209所，每天完成的检
测量可达到50万份以上。目前

本市实验室还研究了样本混合检
测方法，比如1：3或1：5的模式，
也就是说，将5份样品混成一个
样品检测，意味着一天能完成
200多万份的检测量，这对维持
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是非常重要
的保障。

雷海潮还透露，北京市每年
向中小学生提供流感疫苗的免
费接种，9月份开始要进入到接
种季节了，他特别提醒中小学
生及家长，要及时给中小学生
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症状
在某种程度上和新冠肺炎症状
很相似，如果通过接种疫苗预
防一部分的病例发生，对我们
减轻新冠肺炎防控的压力也将
是有帮助的”。

（蒋若静）

加强监控农贸市场及冷链供应链
北京市卫健委：

本报讯 商务部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便
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
动的通知》，拟在全国范围
开展三年行动。

《通知》指出，要聚焦
影响便利店发展的关键领
域和薄弱环节，加快网点
布局，推动数字化改造，建
立智慧供应链，通过“新建
一批、加盟一批、提升一
批”，全面推进便利店品牌
化连锁化发展，力争到
2022年，全国品牌连锁便

利店门店总量达到30万
家。《通知》明确了做大便
利店规模、推动提质增效、
提升服务能力三项重点任
务，以及优化政策环境、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企业培
育、加强统计监测、加强总
结宣传等保障举措。要求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
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
发展，成为消费便利的主
要载体，便民服务的重要
平台。

全面推进便利店
品牌化连锁化发展

商务部：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公告获
悉，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面源污染创新团队牵头完
成的《密集养殖区畜禽粪
便收集站建设技术规范》
和《设施菜地敞棚休闲期
硝酸盐污染防控技术规
范》将于2020年11月1日
起实施。

密集养殖区畜禽粪便
露天随意堆置引发的污染
是畜禽养殖污染的一个重
要来源。《密集养殖区畜禽
粪便收集站建设技术规
范》规定了畜禽粪便收集
站的选址、设计、建设和运
行管理等内容，将畜禽粪
便有序收集与污染防控有
机结合，对于解决分散养

殖畜禽粪便露天堆置污染
及其后续资源化利用提供
了标准依据。

设施菜地夏季敞棚
休闲期硝酸盐淋溶损失
是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
一个重要原因。《设施菜
地敞棚休闲期硝酸盐污
染防控技术规范》规定了
填闲作物种类选择与种
植、土壤处理、秸秆覆盖
等内容，将填闲作物种
植、硝酸盐利用和硝酸盐
淋失控制三者有机结合，
为我国设施蔬菜绿色发
展提供标准依据。

以上2项农业行业标
准的颁布实施，对于提升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能
力，打赢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牵头完成2项面源污染
防 治 农业 行 业 标 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区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