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新闻2
HEALTH NEWS

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

电话：（010）64621093

■编辑/严少卫

□付彪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新修订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对拟在中国
境内生产销售和进口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企业，从申请与注册程序、
标签与说明书、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这提高了
注册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规范
性，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婴幼儿奶
粉安全。

婴幼儿配方乳粉安全关系到亿万
家庭幸福。自 2016 年我国实施配方
奶粉注册管理办法后，婴幼儿配方乳
粉质量显著提高，乳粉行业规范发展，
消费者信心明显提振。严格配方注
册、优化审批流程、促进配方研发、鼓
励企业创新……对于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质量，近年来，我国从立法层面一
直在扎紧篱笆。

2019 年，国家发改委等 7 部门印
发《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
案》，明确要求完善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结合母乳研究成果和市场消费需

求，支持生产企业优化配方，加快产品
研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今年
2月22日开始实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新国标明确规定，只有通过新国标配
方注册的奶粉产品才能在中国境内出
售。此次《办法》对上述要求都给予了
回应。

最引人关注的是，《办法》贯彻落
实食品监管“四个最严”，对产品配方
注册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比如，明
确规定开展现场核查的情形和要求，
明确禁止变相分装和8种不予注册的
情形。其中，包括申请材料弄虚作假，

不真实；产品配方科学性、安全性依据
不充足；申请人不具备与所申请注册
的产品配方相适应的研发、生产或者
检验能力等。在标签和说明书内容方
面，《办法》将相关“不得含有”的内容
由原来的6种增至9种，包括不得使用

“进口奶源”“源自国外牧场”“无污染
奶源”等模糊信息，不得使用“人乳化”

“母乳化”或者近似术语表述等，并列
举了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情形
等。进一步规范标签标识，意味着对
虚假宣传的打击更加严厉、更加精准，
会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

《办法》还体现了宽严相济、
过罚相当的原则。加大对性质
恶劣造成危害后果行为的处罚
力度，体现了重典治乱的原则；
降低了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这有助于传递法治温度，
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办法》将自
今年10月1日起实施，其效果的
取得关键在于落实。相关执法
部门应做到“最严监管”，完善乳
品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等，持续引
导市场转向品质竞争，推动婴幼
儿配方乳粉行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层层扎紧婴幼儿奶粉的安
全篱笆。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人
民检察院）

层层扎紧婴幼儿奶粉的安全篱笆

□肖克平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突发事件医疗
应急工作的通知》，明确进一步提
高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医疗应
急工作响应速度和救治水平。应
急宣传是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关键一环，提升应急宣传能力
是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的应有之
义，要坚持建机制、联平台、强队
伍多管齐下，不断提升应急宣传
实战能力。

建立战时机制，抢夺应急宣传先
机。突发事件的应急宣传特别是舆论
引导，关键在速度。历次重大突发事
件处置实践表明，建立与突发事件相
适应的应急宣传机制，是宣传工作形
成合力、抢占先机的关键所在。笔者
认为，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中心、两
个闭环、三项制度”。一个中心就是建
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中心，
集中发布各类信息。两个闭环包括内
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即事件应对处
置机构内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闭
环，外循环即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监
测、研判、引导、评估四环闭合，多渠道
掌握舆情民意，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回

应和评估。三项制度，即宣传工作一
把手负责制度，确保信息发布、舆论引
导等宣传工作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同
部署、同推进；宣传口径集中审核管理
制度，确保事件处置基调统一、对外发
布信息一致；宣传平台联动制度，借助
各类媒体构建信息传播矩阵，联合聚
力发声。

整合媒体资源，形成应急宣传合
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始终伴
随着舆论关注，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此时，官方及时发声至关重
要。首先，注重发挥官方宣传平台的
压舱石作用。事件发生后，官方宣传
平台要主动发声，根据事态发展持续

发布动态关键信息。其次，注重发挥
主流媒体的定盘星作用。依托主流媒
体，综合采取专家解读、刊发评论、深
度报道等形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
正视听。最后，注重发挥社交媒体的
转换键作用。社交媒体言论多元、发
酵极快，应适时组织舆论引导。

建精专业队伍，增强应急宣传质
效。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往
往涉及领域多、专业性强，需要专业、
权威的力量作支撑。要突出抓好5支
队伍的建设与运用。一是宣传策划队
伍。可考虑组建宣传策划专班，确保
应急宣传有节奏、有章法。二是新闻
发言人队伍。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

度，加强媒介素养、新闻发言技
巧、行业专业知识等的培养。三
是行业专家队伍。根据应对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抽组多
个领域专家组建宣传专家组，平
时储备资料，战时开展政策解读、
解疑释惑、科普辟谣等工作。四
是舆情引导队伍。善于倾听公众
声音，实施多路、多向引导。五是
宣传干部信息采编队伍。抓好宣
传干部信息采集、文稿撰写、文图
编辑“三位一体”能力培养，打造
一支多能合一的信息采编队伍。

（作者系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宣传与健康促进处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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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雨

近日，世界首套较完整的猕猴全
脑皮层的单细胞以及空间转录组数据
发布。科研人员采集了161张10微
米厚猕猴脑组织切片的空间转录组数
据，尝试从中探寻脑细胞的构成及脑
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这为进一步理
解脑结构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
据库。

“憧憬着实验数据能为绘制猕猴
全脑连接图谱打下地基。”中国科学院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全脑
介观神经连接图谱研究（单细胞分型）
平台主任李超说。

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具有
95%以上的遗传物质同源性和最接近
的基因背景及表型特征，是许多神经
系统疾病研究最合适的模型动物。以
猕猴为例，其脑皮层的细胞有多少种
类型、这些细胞按什么规律组织在一
起等，是国际科学前沿也是各国脑计
划优先布局的研究热点。

猕猴全脑样品珍贵，为获得核糖
核酸质量高的实验样品，需要快和准
的实验操作。

“猕猴脑子较大，切下来的片子必
须完整不卷曲，且贴到芯片上没有褶
皱和气泡，从而保证脑片与芯片的完
全贴合。于是，我们先用鼠脑练手，确
保手法熟练后再开始正式的样本取材

和包埋。”李超介绍，研究人员同时启
用2台切片机，每隔20分钟切好、贴
好一张片子。这期间，研究人员还需
要拍照、记录位置、烤片、收集切片间
隔的组织等。

这是第一步，后续实验步骤还有很
多：染色、显微扫描、透化、逆转录、组织
移除、cDNA释放和纯化、PCR扩增和
产物纯化、纯化产物测浓度、跑数据进
行质控。最终的样品送华大生命科学
研究院进行后续建库并深度测序。

研究人员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用一只猕猴全脑样品完成所有实
验，以保证样品的质量不会因时间太
长受影响。经几轮讨论后，他们进行
了两轮模拟试验，仔细研究实验各个

步骤需要的时间。
“从烤片开始到 cDNA 释放阶

段，每张芯片都需要一个人全程操
作。这意味着光芯片操作阶段就需要
12个人同时实验。实验开始后，12个
操作芯片的人需要严格按照时间表依
次进行自己的实验步骤，任何一个人
的实验拖延了时间，都会影响到其他
人。”李超介绍。

在下午的工作中，实验人员要同时
进行2张芯片不同阶段的操作，不能混
淆。从第一张芯片开始，到第二张芯片
到达cDNA释放阶段，需要8～9个小
时，这期间实验人员一刻都不能松懈。

“芯片到达cDNA释放阶段3个
小时后，纯化组第一部分工作的同事

就要上线了。纯化工作的时间从傍晚
开始，两轮实验结束，往往要到凌晨一
两点钟。而到第二天早上，负责纯化
工作第二部分的同事再继续后续的操
作。一轮实验从切片开始到纯化工作
全部结束，需要30多个人在一天半内
接力完成。”李超说。

为在实验中能拿到稳定结果，整
个团队在实验开始前都经过了近一个
月的培训、练习和压力测试。“大家都
抱着一个信念，熟练一些，再熟练一
些，不要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造成整
张芯片实验的瑕疵。“李超说。

从早到晚，几十个人配合着实验。
几平方米大小的切片室里，七八个人各
司其职；显微扫描室里，4台显微镜紧张
地扫描着；楼道里，十几个手拿芯片的
实验人员不停地在实验室间穿梭。

“在项目数据分析过程中，分析团
队经过上百种不同分析方法的尝试和
迭代。为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分析工
作，团队成员数不清多少次工作到凌
晨。”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李澄宇研究员说。

161张猕猴脑切片如何得来

两部门要求加强
山洪与地质灾害防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
者周圆 王聿昊）记者7月12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紧急通
知，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灾害事故教
训，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进一步
强化汛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排查和防御。

当前，全国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
过程和强对流天气频繁，山洪和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通知指出，
各地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
责任、行业部门监管指导责任和基层
属地防范应对责任；督促各企业落实
汛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防汛责任
覆盖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在建工程
项目部；要强化隐患排查，聚焦施工
现场、旅游景点、山洪沟道出口等重
点部位。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
警，完善群测群防措施，做到山洪与
地质灾害早发现、早预警；严格落实
高等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预警
的“叫应”机制；强化科学避灾，确保
转移避险及时，坚决执行“三个紧急
撤离”，即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
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紧急撤
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紧
急撤离。

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81.4%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生
态环境部7月12日发布，今年上半
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1.4%，同
比下降3.2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比例为2.6%，同比上升
1.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339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
3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6.2%；
PM10平均浓度为61微克/立方米，
同比上升10.9%。

从重点区域看，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2+26”城市1至6月的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57.5%，同比下降3.5个百分
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持平；臭氧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4.8%。其中，北京市
1至6月的优良天数比例为69.6%，同
比下降8.3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
上升19.4%。

上半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0.5%，同比上升
1.4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持
平。汾渭平原11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58.6%，同比上升0.3个百分
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上升4.1%。

从168个重点城市排名看，海口、
拉萨、惠州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好；绵阳、长沙、咸阳等20个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

越南今年确诊
登革热近4万例

据新华社河内7月12日电 （记
者孙一）据越南卫生部7月 12日通
报，今年上半年越南全国累计确诊登
革热病例近4万例，死亡8例。今年以
来，越南全国范围内的登革热疫情较
去年有所缓解，但目前刚进入登革热
高发季节，疫情在该国北部迅速蔓延。

越南中央疟疾学、寄生虫学和昆
虫学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阮文勇对
媒体表示，上半年越南北部地区累计
确诊登革热病例超过1100例，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60%。疫情最严重的是
河内市，今年以来该市累计确诊登革
热病例823例，是去年同期确诊病例
数的近 3.5 倍，但尚未出现死亡病
例。主要原因是连日来河内市天气异
常，高温后的降雨给蚊虫提供了良好
繁殖环境。

阮文勇说，气候异常是造成登革
热疫情迅速蔓延的一大原因。按照以
往规律，每4到5年越南会出现一次
登革热传播高峰，但近年来越南气候
更加炎热潮湿、雨水充沛，导致蚊虫肆
虐，近5年越南每年登革热确诊病例
数都在高位。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发的急性
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媒传播，多在热带
与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
续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等，严重
时可致死亡。

为遏制登革热疫情，越南卫生部
建议民众及时清理屋内垃圾，尽量穿
着长衣长裤以防蚊虫叮咬，并配合所
在地卫生部门采取消杀措施。出现发
烧等相关症状时应及时前往医疗机构
诊治，不可在家随意治疗。

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福建省福州市街头献血人员大幅减少，各大
医疗机构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近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茶亭
院区、滨海院区开展“医心永向党 热血践初心”无偿献血活动，号召医
务人员无偿献血。本次活动共有219 人参与，献血量达7.1 万余毫升。
图为一名医务人员在无偿献血。 特约记者陈静 吴蔚摄影报道

一卷古籍，几多思量
（上接第1版）

除此之外，不少专家还提到，国内
古籍的影印、收集也面临一定障碍。

“很多古籍孤本善本不但有医学价值，
还有收藏价值、文物价值。不少甚至
是所在图书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位专家分析，有些藏书单位也因此
对其借出、影印有严格限制，不会积极
支持让这些宝贝成为公共资源。“这我
们也可以理解。接下来还需要政府相
关部门去统筹协调推动。”一位专家说。

专家们表示，归根结底，就是对古
籍的藏和用的认识问题。正是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项目组还大力倡导对文
化遗产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编纂时，要做再生性保护，要积极推进
电子化数据库建设，同时加强校勘研
究利用，让更多人意识到，把宝贝藏起
来，不如放出来。

“要把我们的古籍保护利用和中
医药事业发展、医学科研创新、文化旅
游事业、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起来，让中医古籍不但昭示古代
学人智慧，更启迪当今学者对于未来
中医药学科创新发展、资源发掘利用
的思考和实践。”周和平表示。

冷与热

发布仪式现场，首批出版的《中华
医藏·养生卷》36册书整齐地摆放在
展台上，散发着悠悠书香。翻看第一

册，最早映入眼帘的古籍就是《抱朴子
内篇》，作者是晋代中医药学家葛洪。
国人更熟悉葛洪的另一本著作《肘后
备急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著名
药学家屠呦呦正是从这本书中获得线
索和灵感，发现青蒿素。该药作为治
疗疟疾的一线药物，至今仍在广大非
洲地区备受热捧。

而中医药古籍以穿越千年时光的
韧性和魅力，至今仍能在健康服务中
发挥作用，少不了医史文献整理研究
人员的默默付出。他们不惧终年青灯
黄卷相伴，或许还将皓首穷经。

“古籍整理研究是一个相对冷门
的领域，尤其是近20年来，人才还是
短缺的。”王振国坦言，老一代医史学
文献学大家如马继兴、张灿玾、余瀛
鳌，都是不怕坐冷板凳的典范。在年
轻人中寻找还愿意静下心来，付出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研究、积累的，
并不容易。“好消息是，近10年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在抓相关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尤其是依托《中华医藏》
这个国家项目，我们年轻一代的教师、
研究生更多参与了进来。”王振国说。

本月下旬，又一次全国性中医古
籍和文史相关培训将拉开帷幕。“我们
一直提一个口号，就是‘既要出著作，
也要出人才’。期待在国家项目的支
持下，我们的人才队伍也能热起来。”
王振国说，有了对这份事业充满热爱
的高素质人才，这些古籍的馨香一定
会传得更广、更远。

热血践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