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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并未发现直接食用进口
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

近期，多地在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检出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副主任李宁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目前
国外很多国家正处于新冠疫情暴发期，各种物体
的表面包括食品及其外包装都有可能被新冠病毒
污染，而新冠病毒在低温下存活时间长，因此进
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就可能成为跨境远距离运
输携带新冠病毒的载体。

另外一方面，各部门、各地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要求，加大了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
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抽检力度。随着检测频
次、频率以及覆盖范围的增加，发现阳性的概率
也就增加。这从侧面说明，中国在加强物防方面
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成效的，经过加大监测以及
其他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应对处置，从而降低新
冠病毒传播的风险。

“总的来看，阳性率是比较低的。”李宁说，
“截至目前，全国抽检监测的阳性率是万分之零点
四八，而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外包装。”

自从发现冷链食品的包装和疫情有比较大
的关联以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及时发布了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
指南》。

“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进口冷链食品
引起的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
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流波表示，目前
感染事件都发生在低温冷冻食品的流通环节，如
卸货、搬运等操作过程。做好消毒处理，食用进

口冷链食品，风险很低。

防止国际物流作为病毒的载
体把疫情传入中国

海关总署于 11 月 9 日印发了 《进口冷链食品
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实施方案》，就口岸环节进口
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包括
明确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
程、消毒技术规范及配套监管措施。

据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介
绍，海关部门负责按规定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新冠
病毒的监测检测，组织指导进口冷链食品的进口
商、海关查验场所的经营单位做好口岸环节被抽
中的进口冷链食品集装箱内壁和货物外包装的预
防性全面消毒工作。

自方案发布到11月24日24时，口岸环节预防
性消毒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160多万件，重量
3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中进口冷链食品的外
包装、集装箱、空运托盘、陆运箱式货车、散货
渔船等。

国内一些地方陆续发现了在冬季低温环境情
况下，集装箱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类似于冷链的
效果，引起了零星甚至局部的聚集性疫情。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表示，进入冬季，无论是空运、陆运、海运，
由于环境温度和冷链系统的环境是一样的，有关
部门已经把涉及国际物流的其他运输视同冷链运
输加强管理。一旦有环境污染、一旦有人感染，
就能及时发现，就能在第一时间把疫情控制在萌
芽当中。这一系列举措对于防止国际物流作为病
毒 的 载 体 把 疫 情 传 入 中 国 ， 起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用。

零星病例的发生是疫情常态
化防控下的正常现象

进入冬季以后，全球疫情日趋严峻，11 月以
后，每日报告确诊病例数经常达到 60万以上。在

国内，近期上海、安徽、天津、内蒙古都报告了
零星病例。这些零星病例的出现，让人有一种病
毒在敲打着国门、即将破门而入的感觉。因此，
全球面临着大考，中国也面临着大考。

对此，吴尊友表示，在过去 11 个月我们已经
总结了一整套防控措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疫情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在全球疫情严峻的大环境
下，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期
待。”他说，“零星病例的发生，是常态化防控下
的正常现象。在过去 11个月我们经历过，也取得
了成功。特别是像国庆节有 6 亿到 7 亿人的大流
动，没有出现疫情反弹。现在进入冬季了，接下
来又是春节的人员大流动，只要人群中没有感染
者，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疫情。”

大规模核酸检测非常有必要
而且符合成本效益

最近几次疫情的应对来看，疫情发生以后当
地都立即展开了大面积的核酸检测。有人有疑
问：这种检测有没有必要？是否符合科学防护要
求？符合成本效益吗？

对此，吴尊友表示，关于核酸检测，随着技
术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已经成为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的一个标配。出现疫情苗头后，进行大规模
核酸检测是非常必要的，核酸检测灵敏度比较
高，很快能够把疫情的规模确定下来。这样，大
家就吃了一个“定心丸”。

大规模核酸检测方式是科学的。“大规模检测
一般采用 1 比 5 混检，5 个人的样本放在一起一次
检，如果是阴性就过去了。如果是阳性再进行一
管一管的检测。由于人群的感染率很低，在万分
之一以下，采取1比5混检模式，能够及时地发现
感染者，同时又能够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开
展，符合成本效益。”吴尊友说。

此外，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有益的。吴尊
友表示，核酸检测仍然是目前能够及时发现早
期病例的最有效方法。通过核酸检测，检测人
本人会受益。如果发现阳性，能够防止病情从
轻型变成重型，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同时可以
防止进一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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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上
升。中国境外输入病例来源国家不断增多，传播风险
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到人”和“从人
到人”并存的特征。

同时，近期进口冷链食品核酸阳性检出率明显增
高，波及省份增多，涉及产品范围从海产品到畜禽肉
类产品，进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围从冷链食品扩展到
集装箱。

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出台了政策
措施和技术指南，部署加强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
消毒、货物源头管控、生产经营过程防控和从业人员
防护等。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冷链食品管理与冬季食品安全的有关情况。

右图：近日，北京加强交通运输环节防疫，落实冷链食品运输工具
消毒防疫措施，进一步发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作用，所有入市交易冷链
产品都要纳入，做到“不消毒，不入库”“不验核酸，不入库”。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11月1日，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新港码头，当地海关部门采用新型口岸检疫方舱，对停靠码头需要
下船的船员进行体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核酸样本采集等工作。 李信君摄 （人民视觉）

11月1日，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新港码头，当地海关部门采用新型口岸检疫方舱，对停靠码头需要
下船的船员进行体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核酸样本采集等工作。 李信君摄 （人民视觉）

8月7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一家农贸市场，疾控人员对一处肉类摊点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卫生健康成中国东盟合作新亮点

本报南宁电（记者邓建胜、庞革平）“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第三届中
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日前在广西南宁召开。论坛发布的 《第三届中国—
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倡议》 指出，开展中国—东盟卫生领域合作意义重大，
双方已成为卫生领域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卫生健康成为中国—东盟合作
亮点；重申中国和东盟国家将加强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沟通与协调，继续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团结合作，共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中
国—东盟关系成熟稳定，卫生健康合作已成为中国—东盟合作中重要合作
领域，尤其是2016年举办并搭建起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以来，双方合
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合作层次进一步拓展，合作内涵进一步丰富，在传染
病防控、传统医学、卫生人力资源、医院管理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多个务实
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发布

本报电（吴振冬）《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近日在南京发布。该
指南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牵头，联合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预防与
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心脏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医师协会
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血栓防治专业委员会共同制定，旨在给全国的医疗卫
生机构、医学从业人员以及参与心血管病疾病防控的相关人士一个可借鉴
可遵循的科学指导。

心血管病是威胁中国居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导致
死亡人数达400万，占总死亡的40%以上。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是指在心血
管病事件发生之前，通过控制主要危险因素降低心血管病临床事件发生风
险的预防措施。实践证明，一级预防措施可有效延缓或避免心血管病事件
发生，从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大量研究显示，以生活方式干预和危险因素防控为核心的心血管病一
级预防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风险。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表
示，采取全面综合的一级预防措施势在必行，也是这场攻坚战的关键点。
该指南发布后，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将在全国各地开展临床实践落
实活动，让文件切实落地，发挥其在心血管病一级预防中的重要作用。

新视野▶▶▶

《三国演义》中，魏国猛将许褚赤裸上身，大战马超。结果，胳膊
中了两箭。

面对此情此景，金圣叹点评道：“谁叫汝赤膊？”谁叫你光着膀子
打仗？这话在今人看来，金圣叹颇有几分“杠精”的色彩。

但是，金圣叹抬杠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较真的是文学创作问题，
不像今天网络上的“杠精”，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分情况，一味抬
杠顶牛，只图口舌之快，标榜自己与众不同。

最近，某医院医生坐在救护车上吃香蕉，立马就有人质疑，说医
生们的胃口真好啊，里面躺着的病人还生死未卜，就不能下车再吃？
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救治呢？

无独有偶。不久前，某位医生在做完手术后，因为豪饮一瓶葡萄
糖水也被人质疑“医生喝葡萄糖不用花钱么”“你给钱了吗”。

有媒体采访到了“吃香蕉”事件的当事医生。他回应说，当时正
在转运病患的途中，已经超8小时滴水未进，医生不能倒在病人面前，
因此就在病人病情稍微稳定后，吃了点香蕉补充身体能量。

喝葡萄糖水的医生也回应了，他当天做手术，凌晨 4 点才下手术
台。由于手术中途不能喝水，嗓子渴得快冒烟了，就直接喝了一瓶含
量5%的葡萄糖水，费用是算进科室成本里的。

真相讲清楚之后，既凸显了“杠精”的信口雌黄，又表露出他们
冰冷的内心。事件中的医生是在救死扶伤，很辛苦很累，吃个香蕉、
喝个葡萄糖，补充体力，有何不可？更何况，他们没有耽误救治病
患。吃香蕉是在转运途中，喝葡萄糖是在手术之后。已经是争分夺
秒，见缝插针了，可还是没让“杠精”放过显示存在感的机会。

这让人不禁要问：“杠精”不参与救死扶伤，却给救死扶伤的人添
堵，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对于明显是为了抬杠而抬杠的质疑，毫无道理的谴责，有网友支
招：遇到“杠精”，我就回一句“你真可爱”，对方就不再抬杠了。这
是以柔克“杠”。因为“杠精”最希望激起对方的回应。回应越强烈，

“杠精”越兴奋。那好，咱不奉陪。如果事事回应，牵扯精力不说，既
不能让“杠精”得到应有的责备，也不能杜绝他们在下一次发言时信
口开河。

所以，有时候，面对“杠精”，漠视也是一种对策。你杠你的，我
干我的，不为所动。毕竟，有时候自证清白的成本太高了，

万物皆可杠？
这病可得治！

熊 建

万物皆可杠？
这病可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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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由清华大学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起的第十五届中国健康传播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做了主旨演讲——《中医抗疫的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平常不显山不显水，甚至有人认为有些落后。但中华文
化融在中国人民的骨子里和血液中，到了关键时刻迸发出的力量，显示出
的威力排山倒海。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体现出来了。健康宣传和防
疫要求大家可以听进去，并且可以落地执行，比如当时有一句话‘宅在家
里也是贡献’，大家以实际行动来落实隔离的政策，保证了防控效果。”张
伯礼说，“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人民大于天，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救治每一个患者。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受过中国文
化的教育，这些都在我们的骨子里体现出来。礼让、和谐、团结、诚信、
仁爱，这些文明的积淀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里，这是潜能。”

中国健康传播大会由清华大学与国家卫健委 （原卫生部） 于2006年共
同发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
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等主办。本届大会还颁发了2020年度“中国健
康传播好作品奖”和“中国健康传播十佳论文奖”，举行了2020年度中国健
康传播十佳论文学术研讨会，并设置了“关爱职场女性：免疫的魅力与迷
思”“企业传播和信任塑造：后疫情时代下医疗健康传播趋势和思考”“疫
情防控的科学传播”4个发布环节，与会来宾分享了业界的探索经验。

第十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举行，张伯礼院士表示——

在抗击疫情关键时刻
传统文化迸发出力量

医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