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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天津、上海、山东等
省市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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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成“雷
区”？对于进口食品，消费者能
否吃得放心？面对与“冷链”相
关的热点关注，多部门专家解
答公众疑问。

冬季低温易造成非冷链
趋于冷链的效果

记者注意到，近期新疆喀
什、上海陆续发现了在低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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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指出，冬季低温
造成非冷链趋于冷链的效果，
不容忽视。

针对此现象，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表示，在防控措施当中，有关
部门已经把涉及到国际物流
的其他运输视同冷链运输加
强管理，包括在入关时加强物
品和集装箱的检测，减少受污
染的物品进入国内，一旦有环
境污染或有人感染，就能及时
发现，第一时间把疫情控制在
萌芽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青
岛、天津多地出现进口冷链食
品搬运工感染新冠病毒病例，
说明特定工种的人群在特定
环境条件下，如果防护不到位
可能因频繁接触被新冠病毒
污染的冷链物品而感染新冠
病毒。

为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
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要求从
业人员加强日常防护，加强健
康监测，加强核酸的主动筛查，
并在包括装卸、生产、加工、运
输、销售、餐饮等各环节做好新

冠病毒防控提出了具体要求。
“只要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按照相
关要求，把这些防控措施切实落
实到位，安全是有保障的，也可
以大大降低食品冷链从业人员
感染的风险。”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说。

我国正在加强冷链食品
预防性消毒工作

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
通过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的
链条造成传播？流入市场的进
口冷链食品又是如何监管的？

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食品经营司市场稽查专员陈谞
表示，监管部门将重点采取五
方面的措施，包括及时开展市
场风险排查，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加强
日常监管，落实预防消毒措施，
推进追溯平台建设。

据了解，自10月30日起，
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已全面
上线运行。消费者可通过扫描
产品外包装或货柜上的电子溯
源码，了解到原产国/地区、上
游企业（进口商）、检验检疫证
明等信息。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
局局长毕克新表示，为切实加
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海关
总署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1月8日印发的《进口冷链食
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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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方案发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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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件，重量
超3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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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输华冷链食
品安全。

“总结过去 11个月的经

验，我们有信心防止出现疫情
卷土重来。”吴尊友说，面对未
来春节人员大流动，只要人群
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发生重
大的疫情。做到科学防控，防
控措施“精准狠”，及时发现，
能够第一时间把疫情控制在
最小范围。

公众购买进口冷链食品
应先消毒

“目前很多国家正处于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期，各种物体
表面包括食品及其外包装都有
可能被新冠病毒污染。”李宁
说，新冠病毒在低温条件下存
活时间长，进口冷链食品及其

外包装就可能成为新冠病毒跨
境传播的载体。

据李宁介绍，日前我国已
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
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全国
抽检阳性率是万分之零点四
八，主要集中在食品外包装上，
及时发现问题、应对处置，我国
在加强物防方面采取的措施是
非常有效的。

面对进口冷链食品检测阳
性频发，消费者能否吃得放心
成为关注焦点。

“到现在为止，主要是在搬
运、操作等环节引起病毒传播，
并没有发现因食用冷链食品引
发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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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道，
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进
行安全有效的消毒，经消毒后
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比较
低的，但相比于常规消毒，对进
口冷链食品进行低温消毒更加
困难，目前正在加紧研究相关
技术方法。

张流波提示，公众在接触
进口冷链食品时，应首先对外
包装表面进行消毒，随后进
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处理外
包装时要防止飞溅，避免对
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李宁补
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持清
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
物的安全温度。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低保是社会保障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个别地区低保政策在
政策执行、监督管理等方面出现
漏洞，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等
问题。如何从源头预防和治理
这些低保乱象，提高低保救助精
准度？在11月23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
表示，将通过“整治、公开、制约、

筑底”八字方针，使“人情保”“关
系保”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一是整治。从2018年开
始，民政部党组会同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民政部纪检监察
组，连续三年开展农村低保专
项治理，整治违规行为、通报典
型案例，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
态势。今年专项治理结束后，
明年将转入常态化治理，建立
治理长效机制。

二是公开。民政部通过各

种方法，规范低保等社会救助中
的公示、评议等环节，确保低保
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在阳光下运
行。今年上半年，民政部公布了
全国3700多个接受投诉举报
的社会救助热线电话，让群众来
监督社会救助工作。在民政部
网站，“中国民政”微信公众号上
都能很方便地查询到各级社会
救助服务热线电话。从全国情
况来看，地方各级社会救助服务
热线接到群众来电33.8万个，

已全部办结。
三是制约。即在社会救助

申请审批过程中形成制约机
制。民政部全面实行低保经办
人员和村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
备案制度，凡属此类情况的，县
级民政部门必须入户核查。同
时，民政部和财政等相关部门在
加强资金管理方面也做了工
作。现在民政部门负责认定低
保对象，但是见不到资金；财政
部门负责拨付资金，但不负责低

保对象的认定。在县一级，一般
由民政部门认定对象、确定救助
金额，然后把相应信息发送给县
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把资金打
到银行，困难群众直接到银行去
领取救助金，从而形成三方相互
制约机制。

四是筑底。下一步，民政
部将在全国设立村级社会救助
协理员，在困难群众较多的地方
设立社会救助服务站点，从而方
便老百姓申请救助和监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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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障安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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