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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高考临近，家长和考生们
千万莫忘备考期间饮食安全。为此特作
如下提示。

食品安全要保障
中高考正值初夏，气温急剧升高，食

物易于滋生细菌，发生食物中毒的风险
也随之增加。这期间考生饮食最重要的
就是避免发生食物中毒或肠道疾病。

用餐地点“两优两不两少”。家里、
学校食堂是就餐的最优选择；不在路边
露天摊点、不到无证和食品安全状况差
的餐馆用餐；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频次。

饮食做到“三要两避免”。一是食材
要新鲜：选择新鲜的食材，现吃现做；二
是饮食要清淡：烹调以清淡为主，少用油
炸、煎烤等方式；三是蔬果要卫生：生食
的蔬果食用前要用流水反复清洗干净，
如发生局部变质、腐烂等问题不要食用；
四是避免尝鲜：尽量避免尝试以前未吃
过的食物，以免引起突发的食物过敏；五
是避免生冷食物：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

营养要充足
考试期间，考生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状

态，身体能量消耗大，所以饮食方面应当
保障充足的营养和均衡规律的膳食。

餐餐主食不能少。考试期间不能减
少主食。每日可适当变化主食类型，粗
细搭配，色彩搭配，以增强食欲。

保证鱼、肉、蛋、奶、豆类和坚果的摄
入。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摄入。每
日1个鸡蛋、1～2杯牛奶或其他奶制品；
适量的肉类，鱼和鸡为首选，其次是牛、
羊和猪肉；豆制品作为饮食补充，坚果每
日适量摄入即可。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每日要摄入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蔬菜以深绿色为主，
辅以彩色蔬菜；水果以当季水果为主，适
当丰富品种。

饮水要主动充足。夏季容易出汗，
每天饮水量要保证不少于1500毫升，且
以白水为最佳。补水要及时，少量多次，
避免一次性饮用过量造成身体不适。

吃动要平衡
充足的身体活动能使人体各器官功能增强，使

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备考期间，除了合理膳食之外，
考生应当劳逸结合，进行强度适中的身体活动。

一是适度锻炼，减少久坐。运动的形式可根据
自身情况和运动时间自由选择。运动强度不宜过大，
以身体发热，微出汗即可。避免长时间伏案学习。

二是作息规律，睡眠充足。保障规律作息时
间和充足的睡眠，也要注意保持良好心态，用最好
的身体状态积极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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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勇 韩鹏飞 日前，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首批国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确定北
京市延庆区、河北省承德市、黑龙江
省大兴安岭地区、浙江省湖州市、安
徽省黄山市、福建省南平市、山东省
烟台市、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陕西省商洛市等10个
地区为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浙江省丽水市、江西省抚
州市继续开展试点工作，试点期限
为2025—2027年。

据了解，此次试点主要围绕推
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
完善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各界参

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破解“度量难、交
易难、变现难、抵押难”等主要问题
开展。

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体系，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
发，健全生态产品保护补偿和合理
回报机制，创新绿色金融支持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方式。通过试点以在
生态产品调查检测机制、价格评价
机制、经营开发机制、保护补偿机
制、价值实现保障机制、价值实现推
进机制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典型案例、经验做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要积
极开展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工作，指导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工作基础扎实、优质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强、具备一定的
生态产品市场认可度和市场活力
的地区探索更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为国家开展跨流域、跨行
政区域和省域范围试点夯实基
础。各地区和各相关部门不得多
头开展分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建设，已开展分领域试
点建设的地区，相关工作应统一
纳入到国家或省级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

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印发

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校园食品安全
直接关系着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和谐稳定，以
及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注，不断提升校园
食品安全水平，切实保障在校师生饮食
安全，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好事。民心
所向即为工作导向，自2023年12月起，
在国务院食安办指导下，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旨在聚焦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痛
点、难点、堵点，把整治学校食品安全问
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不断增强群众食

品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
目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发现并整改问
题48.5万个，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02万
件，责令停产停业85家，吊销许可证6
家，取缔无证经营14家，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2家，校园食品安全形势得到
稳步提升。

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卫生健康等部
门以“防鼠”设备设施配备等具体工作
为抓手，坚持“严”的主基调，综合施策，
开展假期学校食堂“防鼠”等设备设施
维护和改造、出台有害生物防制指引、
拍摄科普短片、购买第三方市场化专业

服务、加强日常监管和教育指导，学校
食堂防鼠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目前，各地制定出台了制度文
件868个，制定修订法规规范和标准80
余个，出台落实相关责任的指导性文件
1000余个。指导学校制定修订学校食
品安全岗位管理职责，优化学校食堂承
包经营的招投标采购和退出机制，发布
行业自律公开倡议，从业人员不断强化
食品安全意识。出台学校食堂信用管理
办法、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对
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列入严重失信企业
名单，在学生餐领域坚决出清。

校园食品安全具有供餐人数众多、
用餐群体敏感、供餐体量巨大、经营形
式多样、责任主体多元、社会关注程度
高等特点，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久久
为功、综合治理。市场监管总局将持
续发力、纵深推进，聚焦中小学校园食
品安全，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食材原
料可溯源、餐饮具清洁卫生、从业人员
有效管理和规范操作为目标，集中时
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办成一批可感
可及的实事，解决一批师生和家长关心
关切的问题，以实际行动为民解忧、履
职尽责。

本报讯金振娅首个全民健康素
养宣传月活动在6月开展，各地将围
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与技能（2024年版）》，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康科普和宣传活动，进一步推动
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不断提升居民
的健康知识和技能，让人民群众有能
力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全民健
康素养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活动主
题是“提素养 促健康”，宣传口号是
“普及健康知识 提升健康素养”“坚
持吃动平衡 保持健康体重”“涵养健
康心态 积极自信乐观”“加强健康管
理 科学就医用药”“建设健康环境
共创绿色家园”。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组

织开展系列健康科普活动。围绕活
动主题，着力开展“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以及健康饮食（增
豆、加奶等）、心理健康、科学运动等
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活动，积极
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全方位宣传
健康素养，扩大全民健康素养宣传
月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持续开展
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

本报讯 李栋 当前，冬小麦机收
正由南向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部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5日，全国
各地冬小麦已收1.9亿亩，收获进度
57%，比去年快17.7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四川、湖北麦收已结
束；安徽、河南进度过九成；陕西过
四成；苏鲁晋冀等省即将进入收获
高峰。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机具足、保障强、进度快成为今年麦
收的三个特点。

机具足，各地加强夏收机具调
度，单日投入联合收割机最多超25
万台，更多高效低损收获机具投入
生产一线，9~10公斤/秒大喂入量联
合收割机已经成为跨区作业主流机

型，有不少收割机单日作业面积可
达300亩以上，进一步保障了夏收作
业需要。

保障强，许多地方农业农村、交
通运输、公安部门共同派出工作人
员在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南来北往的
机手提供服务，运输跨区联合收割
机的货车在高速收费站放行速度加
快。农机产销企业和地方农机部门
组织乡村维修点、流动维修车送修
送配件到田间地头。

进度快，得益于各地夏收工作
部署早、动手快、准备充分，加之近
期麦收地区大多天气晴好，目前已连
续9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进
度过半时间比常年要快2~3天，今年
“三夏”小麦机收大会战已进入后半

程冲刺阶段。
天气情况成为影响麦收的最大

变量。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一
周，麦收省份大部天气晴好，总体利
于成熟小麦收晒，局部地区将有小
雨但对当地麦收影响较小。

“当前机收作业前沿已到山西
临汾、河南安阳、山东枣庄一线，豫
南皖南作业机具正陆续向北转
移。”该负责人介绍，农业农村部将
会同交通、公安等部门组织各地切
实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障，进一步
做好防灾救灾准备，督促地方随麦
收推进，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和隐患排查，强化作业现场
安全，严防麦田火灾，努力确保安
全生产。

全国各地冬小麦已收获1.9亿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