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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在一线·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本报记者 段梦兰

“这些标准聚焦民生关切和产业
发展需求，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上新，将
带来哪些改变？对此，记者采访了有
关专家。

小切口解决实际问题

■推广食品数字标签，解决信息
看不清、找不到等问题

■不允许使用“不添加”“零添
加”标识，避免误导消费者

■强制标示致敏物质信息，以降
低食物过敏风险

此次发布的一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中，《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25）和《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25）备

受关注。
预包装食品标签是食品包装上的

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可向
消费者传递食品信息，可谓食品的“身
份证”。此前，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标
示要求主要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GB 7718-2011）和《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
执行。随着消费者和产业对标签的需
求发生变化，时隔14年，两项标准对
食品标签的标示要求进行了全面优化
和升级。

“在国际上率先推广应用食品数
字标签，以提升消费者阅读体验。”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一室副
主任于航宇介绍，新标准明确了数字
标签的定义及应用要求，消费者通过
扫描数字标签二维码，可获得页面放
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体验，并获
取有关食品成分、使用说明、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等相关信息。“这一创新举
措将有效解决部分消费者阅读食品标
签信息时因字体小而看不清、找不到
等问题。”于航宇说。

据悉，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启动了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试点工
作，目前已有超过400款预包装食品
应用了数字标签。

保质期标示方式也进一步优化。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中心
主任朱蕾介绍，为了增强信息获取便
利性，新标准将保质期调整为“保质期
到期日”，即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
标示，消费者关注的保质期信息展示
更为直观。这意味着新标准实施后，
消费者不再需要通过计算来确定食品
何时过期。

朱蕾介绍，为减少食物浪费，新标
准增加了“消费保存期”推荐性条款，
规定食品生产者可根据食品属性、食
用特征等自愿标示预包装食品的“消
费保存期”，作为食品的最后食用日
期，供消费者参考；要求强制标示致敏
物质信息，以降低食物过敏风险。

近年来，越来越多消费者发现，
许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出现了“不
添加”“零添加”的标识。专家指出，
新标准实施后，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
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对食
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避免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
事实上，“不添加”只是对于生产

过程的描述，与食品终产品中配料或
成分的含量并不完全等同。专家指
出，有的果汁饮料的标签上写“不添加
蔗糖”，不等于产品中不含糖；有的含
糖饮料声称“不添加甜味剂”，导致消
费者产生该产品没有使用食品添加剂
的误解；有的产品声称不添加某单一
品种的食品添加剂，如不添加某一种
甜味剂，但实际却使用了其他甜味剂
作为代替。“消费者想要了解食品的真
实属性，正确阅读配料表、营养成分表
等食品标签信息是关键。”于航宇说。

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向消费者
提供的关于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
明，也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成
分、特征的有效渠道。“在营养标签方
面，修订后的标准在要求强制性标示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
的基础上，还要求标示饱和脂肪（酸）
和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
养一室主任方海琴说，这方便消费者
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消费，控制能量和
脂肪、糖等的摄入。 （下转第2版）

50项食品安全国标上新，新在何处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和9项标准修改单，
主要包括：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
2项食品标签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等
3项特殊膳食食品标准

《发酵乳》等4项食品产品
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
范》等3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消毒剂》1项食品相关产
品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乙二胺
四乙酸铁钠》等4项食品营养强
化剂质量规格标准

《食品添加剂 叶黄素》等4
项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

《食品中锑的测定》等29项
检验方法标准

《灭菌乳》等9项修改单

□本报记者 崔芳
通讯员 王璐 洪成伟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底蕴深
厚、成绩过硬，随之而来的闪亮头衔数
不胜数。近期，这支由134名医护人
员组成、女性成员占71%的团队，又
获得了一个新的光荣称号——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优秀的团队如何炼成？
光荣的历史怎样延续？在北京协和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隆云看来，秘诀是
这支队伍里的每一名成员对工作、对
事业都有颗积极进取、永不放弃的心。

“都挺要强，也确实很强”

“需要顶上去的时候，科里的‘娘
子军’毫不逊色。她们特别积极向
上。”隆云说，重症医学科在离死亡最
近的地方战斗，为患者筑起生命的最
后一道防线，工作任务重、强度大，但

无论何时，科里的女同事都始终以巾
帼不让须眉的担当精神迎难而上。

援藏，雪域高原条件艰苦，重症
医学科的专家被一批批派往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杜微等女性专家都
是较早申请的。“她们上有老下有小，
却义无反顾。听说高原反应都挺严
重，前几个月严重失眠，杜微去了不久
就出现了心脏右向左分流。”隆云回
忆，从没有听女性专家们说过“干不
了”“克服不了困难”的话，相反，她们
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她们制定
高原地区重症患者诊疗规范，让危重
症患者救治更加可靠、有保障；帮助
当地医生提升科研水平，在国际期刊
发表论文。

抗疫关键时刻，她们冲锋在救治
一线，无论到哪里都是尖兵；全科床位
30张，年收治疑难危重患者3000余
名；她们开展高端医疗技术，护理细致
入微，抢救成功率超过99%，让死亡
因之止步。“我们科里的女同事都挺要
强，也确实很强。”隆云说。

“会更加细腻细心”

在重症医学科，女性医务工作者
有哪些特点？“会更加细腻、细心，有时
会更加感性。”隆云似乎考虑到理性、
冷静的特质给人更为可靠的印象，担
心“医生＋感性”会带来不好的联想，
于是举例说明这种感性的美好。

“我们科接诊的患者中儿童比例
挺高。患儿小小年纪，到一个陌生的环
境，会有很多不适应。这时，你就能看
到，女同事会耐心地陪患儿聊天、做游
戏，给患儿梳头、洗澡等。她们不但在
生活、心理上照顾患儿，在患儿病情危
急的时候，也会责任心特别强，想尽各
种办法救治。”隆云记得，前段时间，科
里住进来一名11岁的男孩。男孩因为
心脏瓣膜手术术后血管不通畅，脑部肿
胀、昏迷。治疗团队从各个角度找原
因。其中，张佳慧医生尤其着急，找神
外、神内等相关科室的专家讨论、想办

法。最终，男孩顺利康复，转出重症医
学科。“家属看到她急患者之所急的状
态特别感动。现在，患者家属很信任
她，经常发信息表达问候。”隆云说。

在临床工作之外，女性专家们也
凭借细致、敏感的特质在科研领域闪
光。“她们平时会留心抓住一些不容易
被发现的细节，形成研究课题，锲而不
舍地追踪，耐心积累资料，不断钻研思
考。”隆云说。

“每一个人都能力过硬”

几年前，在位于北京协和医院附
近的东单路口的交通银行，一位老人
发生意识丧失、心跳呼吸骤停。北京
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两名95后护士
下班路过时听到呼救，立即赶到现场，
轮流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经过20
分钟的心肺复苏，老人最终获救。东
单路口这个“宇宙最安全路口”，也因
此被更多网友熟知。 （下转第2版）

秘诀是有颗积极进取的心本报讯 （记者杨世嘉）3月 27
日，由爱卫新征程健康中国行组委会、
中国家庭报社主办的2025年度“爱卫
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广东站）科普专
项行动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医院协会常
务副会长毛群安表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
系统工程，不仅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

“小处方”，更需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
处方”。2024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达31.87%，包括广东省在内的8
个省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
这些数据令人振奋。希望通过“爱卫
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科普专项行动的
开展，在全社会进一步倡导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让更多医务人员参与到
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
行动中，为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
凝聚力量。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易学锋介绍，近年来，广东省统筹
谋划健康广东建设，深化爱国卫生运

动，不断完善健康教育体制机制，大力
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建立完善健
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持续打造健
康广东科普品牌。2024年，广东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33.24%，提前实现
了“十四五”规划目标。2025年，广东
省将深入开展健康广东行动和全民健
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增加优质科普
资源供给，优化健康科普知识传播机
制，加大健康科普人才培训力度，建设
更多互动式、体验式的健康科普基地，
努力创造更多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科普作品，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作出更大贡献。

据悉，广东省人民医院现场设置
了科普咨询台和科普互动体验区，
围绕内分泌科、中医科、心内科等亮
点科室开展专题科普活动，260余名
居民参与其中。在启动仪式上，中国
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吴敬，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健康促进协
会副会长傅华等专家，就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健康科普发
展等开展主题授课，培训医务人员近
300名。此次活动得到中国医院协
会、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广东省人民
医院支持。

“爱卫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广东站）
科普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马骞雯 通
讯员祁悦）日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药局印发《甘肃省临床卓越专
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5-2027
年）》，要求3年内建成一批服务能力
和医疗质量力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
临床专科，覆盖主要疾病领域，提升重
大疑难疾病诊疗能力。

《实施方案》提出的建设内容包
括：一是提升医疗技术应用能力。围绕
群众医疗服务需求和危害群众健康的
重大疑难疾病，开展临床诊疗技术创新
与应用研究。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
破，全面提升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医疗技术高地。

二是优化医疗服务模式。以患者
为中心、以疾病诊疗为链条，研究推广
快速康复、中西医结合等新诊疗模式，
探索打破原有的医学学科和诊疗科目
壁垒，组建相关重大疾病（领域）临床

专科，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诊疗
服务。

三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建立健
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加强临床诊疗技
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围绕重大疾
病防治需求，加快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
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新技术、新方法在
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建立科研成果转
化评估体系，完善转化激励机制，促进
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诊疗能力。

四是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设。以
临床专科能力为核心，围绕专科技术
带头人和核心专家打造人才团队。健
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全周期培养机
制，培育高层次人才引领、骨干人才担
当、后备人才丰富、结构科学合理的人
才梯队。

《实施方案》明确，争取中央及省
级财政经费，利用国家和省级各类资
金及项目优先支持专科建设。

甘肃实施临床卓越专科建设项目

本报讯 （记者段梦兰）3月 27
日，国家疾控局围绕“春夏季重点传染
病防控和健康提示”在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
长刘清表示，随着季节更替，传染病的
流行态势会发生变化。整体来看，春
夏季仍将呈现多种传染病共同流行的
态势，在继续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的
基础上，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可
控。刘清介绍，今年春夏季传染病的
流行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将处于较
低流行水平。全国流感的流行强度持
续下降，4月将回落至非流行季水平；
但根据既往的监测结果，南方部分省

份可能会出现夏季流感流行季，流行
峰值强度一般低于冬春季流行季。新
冠将继续呈平缓波动态势，需高度关
注国际和本土新冠病毒变异动态。其
他监测的呼吸道病原体已经或将陆续
进入非流行季节。同时，今年以来，多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麻疹疫情反弹，我
国麻疹报告病例数也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3—5月是麻疹发病的高峰期，
预计部分地区报告病例数将进一步增
多，但整体将处于较低流行水平。

二是蚊媒传染病将进入流行季。
综合考虑全球和周边国家疫情形势、
气候变化等因素，疟疾、登革热等疫情
的境外输入风险增加，但引发疟疾本

土传播的风险较低。4—5月出现登
革热本土病例的风险将上升，流行期
登革热疫情波及的区域及报告病例数
量可能有所增加，部分省份存在发生
聚集性疫情的风险。

三是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和流行
趋势与往年同期相近。目前，诺如病
毒感染仍处于高发期，根据往年的监
测数据，一般进入4月后疫情将逐渐
下降，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将呈上
升趋势。

此外，刘清指出，猴痘、人禽流感
等新发传染病仍将处于散发、低发态
势，但需高度防范猴痘Ⅰb亚分支疫
情境外输入及引发本土传播的风险。

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提示——

春夏季传染病流行将呈现三大特点

陕西83个县（市、区）
启动医共体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李小楠）3月26日，记者从陕西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加快推进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该省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统计口径的
83个县（市、区）均启动建设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其中48个县（市、区）的医共
体已建立并运行行政统筹管理机制。

2024年4月，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等印发《陕西省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方案》，明
确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目标、
管理机制、运行模式、服务能力提升、
监督考核机制以及支持政策等关键内
容。目前，该省实现人事、财务、业务
统筹管理的医共体比例分别达到
37%、36%、55%，实现镇村一体化管
理的村卫生室占45%。

新疆举办
心理援助热线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宋楚娇 特约
记者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管理能力提
升培训班暨心理援助热线培训班”在
乌鲁木齐市举办。此次培训旨在加快
自治区“12356”心理援助热线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进程，全面提升突发事
件心理危机干预能力。此次培训为期
两天，来自全疆的近300名心理健康
服务骨干参加学习。

据了解，“12356”心理援助热线
将于5月1日前在新疆正式开通，依
托“教育—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模
式，为公众提供线上心理健康科普与
紧急心理支持。

此次培训邀请6名国内知名专家
开展专题授课，内容涵盖心理援助热
线标准化操作流程、重大公共事件心
理干预策略、高危人群心理疏导技
巧等。课程以“高风险来电的线索识
别及常用干预技术”“心理危机干预基
本理论与应用”等为主题，提升心理健
康服务从业人员解决群众心理问题的
实战能力。此次培训由新疆精神卫生
中心主办，新疆心理卫生协会承办。

3月26日，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举办无偿献血活动，该院
328名医务人员共献血110310毫
升。图为医务人员在献血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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