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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钊琦 洪涝灾害发生后，水
质条件很容易受到影响。加上夏天湿
热，在饮食和饮水上需要注意什么？国
家卫健委提出以下建议：

在饮食安全方面，建议指出，总的原
则是“健运脾胃、祛暑化湿”。首先要清
淡饮食，避免过于油腻、生冷食物，减轻
脾胃负担。高湿高温的环境很容易让手
脚出现小水泡，从中医角度来讲，这种小
水泡是湿热的表现。这种时候，适当用
薏仁米、赤小豆、生姜等来煮粥喝，少吃
生冷油腻的饮食，这些食物不易消化。

建议吃一些健脾胃助消化去暑湿的食
物，比如莲子、芡实、山药等都可以健运
脾胃，像山楂、萝卜、麦芽都可以助消化，
紫苏叶、薄荷叶、荷叶也可以去暑湿。这
些食物，既可以煮粥做成药膳来吃，也可
以酌量配伍来泡水喝。

在饮水安全方面，建议强调，首先要
选择卫生安全的水。灾害初期可以选择
瓶装水、桶装水和应急供水。如果当地不
具备饮用瓶装水、桶装水条件的时候，水
一定要烧开之后再喝。在洪水过后，被淹
没的水井一定要彻底清淤，清掏之后，冲

洗干净，经过消毒，检测合格后再恢复使
用。对于自来水，一定要检查是不是出现
浑浊、是不是有异味，自来水是要经过消
毒的，消毒剂指标一定要合格。在正式恢
复供水之前，自来水要经过疾控部门的检
测。不喝来源不明或者受污染的水，不用
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来刷牙、漱口、洗
菜等等。用来盛水的桶、碗、盆等容器要
经常消毒，消毒后用洁净的水冲干净。避
免接触不安全的水。洪涝灾害后，每个人
都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在水源地附
近随意倾倒垃圾和污水，不随地大小便，

以免污染水源和周边环境。
此外，建议明确要防止病从口入。

要养成洗手的好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可以用肥皂和流动的水来洗手，这也是
非常经济有效的办法。不吃腐败变质或
者霉变和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
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
禽畜等动物。生吃瓜果蔬菜一定要用洁
净的水来清洗干净，少吃或者不吃凉拌
的食品，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和存放。
定期对生活垃圾和粪坑粪池等环境喷洒
消毒剂和杀虫剂，减少蚊虫的滋生。

国家卫健委：注意洪涝灾害后饮食和饮水安全

本报讯 周晓辰 近日，北京市丰台
区新村街道刘孟家园社区活动站热闹
非凡，一场意义重大的活动——“党建
凝聚合力 制止餐饮浪费——《餐饮业
减少食物浪费实施指南》系列宣贯活
动”在此举办。

现场人头攒动，百余位社区居民与
新村街道辖区餐饮企业代表参与其
中。该活动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公益支持，由中国食品安全报社、北京
市丰台区商务局、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携
手主办，以党建为引领，深入践行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推动全社会形成更加文明、节约的
餐饮消费习惯，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贡献积极力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刘晓洁教授现场进行《餐饮
业减少食物浪费实施指南》培训。“全球
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被浪费，而在许多地
区，人们却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刘
晓洁教授强调餐饮浪费带来的严重后
果，并通过具体的数据和实例，让大家
深刻认识到浪费行为的严重性。

会上，刘晓洁详细讲解减少食物浪
费的实用方法。比如，餐饮企业可以根
据日常客流量合理采购食材，精确预估
用量，避免过多囤货导致过期浪费。对
于社区居民，刘晓洁教授建议大家按需
采购，合理安排每餐的食物量，并且妥

善储存剩余食物。此外，刘晓洁教授还
强调培养节约意识的重要性，鼓励大家
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参与到
制止餐饮浪费的行动中来。

整个培训过程中，刘晓洁教授的
讲解生动有趣，妙语连珠。大家收获
了知识，也更坚定了制止餐饮浪费的
决心。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体
现了党建引领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
的重要作用，通过多方合作与共同努
力，为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提供有力的
支持与引导。

下一步，各主办单位将持续跟进，
确保活动成果得以巩固和深化，让节约
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行动，共筑制止餐饮浪费新风尚。

党建引领 共筑制止餐饮浪费新风尚
《餐饮业减少食物浪费实施指南》宣贯活动走进北京市丰台区刘孟家园社区

本报讯 记者张华清 8月
12日上午，全国公安环食药侦
部门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总
结了前一阶段环食药侦部门
开展“夏季行动”进展情况，并
就进一步纵深推进“夏季行
动”进行再部署、再推动。

会议指出，6月24日全国
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召开以来，
各地环食药和知识产权犯罪
侦查部门深入贯彻公安部党
委工作部署，对环食药和知识
产权领域具有夏季特点的突
出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取得良
好成效。

会议要求，各地环食药和
知识产权犯罪侦查部门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
部党委关于推进“夏季行动”
工作部署，深入落实全国公安
机关环食药侦工作会议精神，
紧盯环食药和知识产权领域
突出犯罪，以更大力度、更高
标准、更实举措，掀起强大声
势，形成高压震慑，确保取得
实效。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
化重点打击，精准把握环食
药和知识产权领域夏季犯罪
规律特点，深入推进“净风”
“春风”等专项行动，纵深推
进长江流域打击污染环境犯
罪区域会战、打击肉制品犯
罪等区域性、领域性专项打
击整治。要紧盯夜市大排
档、烧烤店、火锅店等重点场
所食品安全问题，夏收夏种
夏管期间破坏耕地、种子领
域套牌假冒、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电动
自行车、消防产品、电气产品、建筑材料
等领域侵权假冒犯罪，自然保护地、重
点林区等重点区域非法狩猎犯罪，夏季
林区盗伐滥伐林木犯罪，以“清淤疏浚”
等名义实施盗采河砂犯罪，迅速掀起打
击整治新高潮。

会议强调，各地要建立完善主要负
责同志牵头的“夏季行动”工作专班，围
绕重点工作，补强薄弱环节，不折不扣地
将“夏季行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要加强协作配合，主动加强与情报指挥
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重大案件联合
作战，形成多警种联动、合力攻坚的良好
局面。要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广泛宣
传发动群众举报犯罪线索，营造浓厚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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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栋 当前，我国秋粮作物进
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
度显示，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
正常，夺取丰收有基础有条件。

分地区看，当前，东北地区春玉米
处于籽粒灌浆期，水稻进入孕穗至抽
穗期；黄淮海夏玉米陆续抽雄吐丝，夏
大豆进入开花结荚期；长江中下游中
稻处于拔节至孕穗期；南方双季晚稻
栽插过八成，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

入夏以来，南方地区发生多轮强降
雨，黄淮海部分地区夏播期干旱，近期
河南、湖南、辽宁等省部分地区遭受较
重洪涝灾害，给局部地区秋粮生产造
成一定影响。当前，主产区紧盯灾情、
苗情，多措并举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立秋时节，豫北的秋作物进入形成
产量关键期。近日，在河南省安阳市内

黄县二安镇铁炉胡村的高产田里，一场
生动的田间管理课正在进行。

“现在正是玉米抽雄期，最近降雨
多，田间湿度大、气温高，容易诱发玉米
锈病、大小褐斑病等病虫害，应该及时进
行药剂喷雾预防，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
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生长，
提高抗逆性。”内黄县高级农艺师杨广军
讲得细心，农户们听得入神。

其中，种植了350亩玉米的农户徐治
辉在“田间课堂”上听得尤其仔细。今年
已是徐治辉进行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第
三年，新的间作模式让农业种植效益逐
渐显现。“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去年玉米
大豆长势非常不错，大豆每亩产量在300
斤左右，玉米每亩产量在1200~1300斤左
右，两项叠加效益很可观。”谈到产量，徐
治辉心里乐开了花。

从全国层面看，今年，全国秋粮面
积比上年稳中有增，各地秋粮作物正陆
续抽穗灌浆，正是实施“一喷多促”稳产
增产技术的关键窗口期。

为助力全年粮食丰收，近期财政部
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
资金20.37亿元，支持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
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
地实施秋粮作物“一喷多促”。

据了解，中央财政重点对玉米、大豆、
中稻等主要秋粮作物喷施植物生长调节
剂、叶面肥、抗逆剂、杀菌杀虫剂等给予补
助，支持农民合作社、服务专业户、农业服
务类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符合条件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统防统治”
方式推进喷施作业，为稳定秋粮生产、全
年粮食丰收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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