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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申奇）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等监督
执法工作，国家卫健委日前印发2022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
知，要求加大对开展医疗美容、医学检验、健康体检、口腔、近视
矫正等服务医疗机构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抽查力度。

监督抽查内容包括哪些？通知指出，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管
理，重点检查新冠病毒疫苗的接收、储存、接种等情况；医疗卫生
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消毒隔离措施落实、医疗废物管
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况；学校、公共场所、生
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管理情况；消
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巩固打击非法医
疗美容服务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成效等。

通知要求，各地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谁检查、谁录
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当地官方网站依法向社
会公开。抽查结果信息包括：抽查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改
正、行政处罚、无法联系 （检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形） 等4类。

国家卫健委印发通知

加大对服务医疗机构抽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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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18—44岁居民身高显著增加

吃得更营养 国人更健康
本报记者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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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更营养吃得更营养 国人更健康国人更健康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恒） 近日，国
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
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仍处高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儿童居家和上网课
增多，体育运动减少，在电子屏幕前暴露时
间延长，导致一些儿童青少年出现近视加重情
况。专家表示，预防近视要从儿童期一定程度
的远视储备开始。

“视力是随着屈光系统和视网膜发育逐渐
发育成熟的，0—6 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
期，也是眼屈光变化最快的阶段。”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莉介
绍，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轴较短，此时双眼处
于远视状态。随着儿童生长发育，眼球逐渐长
大，眼轴随之变长，远视度数逐渐降低而趋于
正视，此过程被称为“正视化过程”。

李莉解释，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儿童到 12
岁后才由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正视化前的
远视大多为生理性远视，是一种“远视储
备”，可理解为“对抗”视力发展为近视的

“缓冲区”。
“真正的远视储备度数需要散瞳后才能准

确测出。”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主任医师姚玉峰
说，远视储备量不足指裸眼视力正常，散瞳
验光后屈光状态虽未达到近视标准，但远视
度数低于相应年龄段生理值范围。远视储备
在整体人群中是正态分布，没有绝对标准，
不同年龄远视储备参考数值也不同。

专家表示，如果儿童的远视储备量低于
相应年龄段的数值，则意味着其远视储备量
消耗过多，有可能较早出现近视。一定程度
的远视储备是合理的，但远视储备并不是越
多越好，过多的远视储备更可能成为病理性
的远视性屈光不正，从而影响孩子视功能正
常发育。

“远视储备就像是孩子出生时开设的银行账
户里的固定储备金，而这个储备金是定额的，
只会逐渐被消耗，而不具有增值功能。”姚玉
峰表示，长时间过度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
缺乏、饮食不均衡等都是过度消耗远视储备的不良生活习惯。

专家建议，保存远视储备，需要儿童、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培养
和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建立正确的爱眼护眼行为。比
如，规范读写姿势、注意用眼时间、做好眼保健操、强化体育锻炼、定
期筛查视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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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展演 舞动盛夏健身展演健身展演 舞动盛夏舞动盛夏

近日，在山东省青州市东夷文化标志园，体育健身爱好者
们正在表演花样空竹。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大力推进国民营养计划
居民营养健康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吃饱对于国人而言已不再是
问题，然而各类“隐形营养风险”却凸显
出来：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消费过度增加；
奶制品摄入不足，盐摄入过高；膳食纤维、
矿物质等有益营养成分摄入不足……随着
健康意识和营养需求明显提升，群众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和关心营养问题。

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司司长刘金峰介绍，近年来，我国大力推
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合理膳食行
动。在政策标准引导方面，发布67项营养健
康标准，组织修订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制定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系列食品安全
标准，引领和促进食品产业营养化转型；在
改善专业服务方面，建设区域性营养创新平
台，结合各地优势和产业格局，支持研发营
养健康产品，建设营养健康餐厅、营养健康
食堂、营养健康学校和临床营养科室，培育
营养专业人才，提供营养专业服务；在普及
营养知识方面，组织编写国民营养科普丛
书，每年举办全民营养周和中国学生营养日
主题活动，开展对母婴、儿童、老年人、职业
人群、慢性病患者等营养膳食指导，采用多
种途径对群众关心、健康相关的营养问题给
予解疑释惑，提升营养健康知识可及性。

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
况持续改善，城乡差异逐步缩小。2020 年
我国18—44岁居民身高分别为男性169.7厘
米、女性 158.0 厘米，比 2015 年分别增加
1.2厘米、0.8厘米。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
迟缓率由 2015 年的 11.3%下降至 5.8%。人
均每日烹调用盐 9.3 克，比 2015 年下降 1.2
克。与此同时，定期测量体重、血压、血
糖、血脂等健康指标的人群比例显著增
加，居民营养健康意识不断增强。

改善儿童、婴幼儿营养
促进“幼苗”健康茁壮生长

“儿子在学校能吃上鸡腿、牛排，还有
紫菜汤、白菜汤……”从老家云南昭通到
昆明打工的宋得春是一名外卖骑手，在他
的记忆里，小时候一早就要把掺着玉米面
的米先煮熟，再把饭炒好，用旧罐头瓶装
着带去学校。如今儿子的校园生活与自己
的童年完全不同，宋得春感到很欣慰。

这样的改变，源于我国实施的“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开
始，我国启动该计划，为义务教育阶段农
村贫困家庭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从最
初的每学习日每人补助3元增加到现在每学
习日每人补助5元，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
资金1968亿元，每年惠及约3800万学生。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
强介绍，近年来我国开发学生电子营养师
等营养配餐平台，编制学生餐营养指南、
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等标准指南和系列科普
书籍，开展系统培训，逐步提升基层疾控
中心、教育部门、学校、供餐人员等配餐
的营养知识水平，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水
平有了很大提升。

如何科学解读营养标签？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

李宁：
营养标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营养成分功
能声称。

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往往有三列数据：第

一列数据说明该食品主要含有营养素
的种类；第二列数据，反映的是每
100 克食品或 100 毫升或每份食品里
各种营养素的含量；第三列数据是营
养素参考值 NRV 的百分数，即每单
位该食品中 （100克或100毫升或1份
食物） 某种营养素的含量占“每日所
需 营 养 素 参 考 值 （NRV） 的 百 分
比。例如某食品的蛋白质 NRV 为
14%，就意味着吃 100 克该食品，可
以满足一天蛋白质需要量的14%。

在营养素种类里，现行标准必须
标示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物、钠，其他成分如钙、铁、维生素
等信息由企业自愿标识。

每 100 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12
克或每 100毫升食品中蛋白质含量≥
6克，则该食品可以声称“高蛋白”。

每 100 克食品中脂肪含量≤3 克
或 100 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1.5 克，
则该食品可以声称“低脂肪”。

每 100 克 或 100 毫 升 食 品 中 糖
含 量 ≤0.5 克 ， 则 该 食 品可以声称

“无糖”。
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食品中钠含

量≤120 毫克，该食品可以声称“低
钠”或“低盐”。

每 100 克 食 品 中 钙 含 量 ≥30%
NRV 或每 100 毫升食品中钙含量≥
15%NRV，该食品可以声称“高钙”
或“富含钙”。

营养声称
营养声称是对营养成分水平高或

低、有或无的说明。不同食品可以根
据营养素含量的特点做各种声称，如
高蛋白、低脂、无脂、低钠、无钠、
低糖或无糖等，相应的声称都有严格
的标准规定。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是指某营养成

分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
常生理功能等作用的声称。例如，高钙
饼干可以使用“钙”的功能声称：有助
于骨骼和牙齿更坚固。营养标签标准
中对每种营养素功能的声称都有严格
的标准用语，不能更改一个文字。

读懂标签中提示的食品营养特
性，就可以根据健康需求合理选择食
品。例如，高血压患者更关注标签里
的钠含量，可以选择低钠、无钠食
品；糖尿病患者更关注糖的标识。如
果想减重，可以关注标签里能量的标
准，选择低能量、无能量的食品……
这就是营养标签的作用。

“民以食为天”，人们的幸福感也体现在一日三
餐里，食物的影响日积月累，改变着人们的体格和健
康状况。“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关系到每个人、每个
家庭的健康，居民的营养状况也是反映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我国营养健康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编 者

2012 年起，我国启动贫困地区儿童
营养改善项目，为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的 6—24月龄的婴幼儿每天提供 1
包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物质的营养
包。同时，开展儿童知识的宣传和看护
人喂养的指导咨询活动。该项目依托妇
幼健康系统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开展营
养包发放和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有效提
高了项目覆盖率、营养包发放率，科学
喂养知识也得到广泛普及。截至 2021
年，该项目已实现对832个原国家级的贫
困县的全覆盖，累计受益的儿童人数达
到1365万。

“这个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贫困地
区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促进了儿童生长
发育，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和欢
迎。”丁钢强介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
际组织也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YYB

（“营养包”的拼音首字母缩写） 已经成为
专有名词，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

培养群众身边的营养师
打通营养健康落地最后一公里

“既想少油少盐少糖，又想尽享菜肴
美味，怎样做才能兼顾美食与健康？中
国注册营养师为您解答……”今年全民
营养宣传周期间，不少注册营养师通过
线上直播分享合理膳食相关知识，为群
众答疑解惑，掀起了一轮营养知识和健
康理念的科普热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居
民的营养健康诉求日益强烈，而膳食营
养平衡是一门科学，需要营养师等专业
人才提供服务。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开设
了营养课，一些医院也设立了营养科，
但相较我国 14 亿多人口庞大的营养需
求，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等相关专业人
才短缺等问题仍然突出。大力培养营养
人才，保障全社会营养传播的科学性和
营养干预的权威性，对促进全民健康至
关重要。

“培养群众身边的营养师，方能打通
营养健康落地最后一公里。”丁钢强介
绍，《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之合理膳食行动指出，要“每万人配备1
名营养指导人员”，目前已经印发《关于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考试工作有
关事项的通知》等12项文件，谋划基层卫
生人才培养，目前已有27省（区、市）启动
试点工作。《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
强调“开展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营养改善行
动”，在托幼机构、学校、养老机构、食
品企业、餐饮单位等重点场所配备专

（兼） 职营养指导人员，具体对幼儿、中
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便捷的
营养指导服务。

“我国高度重视营养人才的培养，多
措并举加强营养人才梯队建设。”丁钢强
指出，相关部门组织疾控人员营养专业
技术常态化培训，加强高等院校营养学
科及人才建设，发展注册营养师、营养
技师、公共营养师等不同层次人才的培
养策略，培养中坚力量。同时组建权威
国家专家队伍，2021 年成立国民营养健
康专家委员会，汇集营养、农业、医
学、食品等多领域200名专家，科学指导
营养健康工作。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红十字会结合2022年市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走进学校，开展应急救护
取证培训。截至目前，该县红十字会已在全县开展应急救护取证
培训50余批次，3700余人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图为淳安县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在练习心肺复苏
实操技能。 汪淑慧摄 （人民视觉）

读懂营养标签里的“密码”
链接

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在吃营养餐。
罗京来摄 （人民视觉）

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的小学生在享用营养午餐。
张汝锋摄 （新华社发）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老年食堂，老
人们正在享用午餐。 张延林摄 （人民视觉）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老年食堂，老
人们正在享用午餐。 张延林摄 （人民视觉）

某品牌高钙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