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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和营养关系到每个家
庭、每个人的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已覆盖
99%县区；已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419 项，包含 2 万余项指标；我国
18-44岁居民身高显著增加……

国家卫生健康委 27 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食品安
全和营养健康工作进展。

吃得更安全 完善“最严谨的标准”

为重点解决食品安全“标准一大
堆、不知用哪个”的问题，十年来，国家
卫生健康委组建了含 17 个部门单位
近 400 位专家的国家标准审评委员
会。

“我委依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规定，牵头将原来分散在
15个部门管理、涉及食品的近5000余
项相关标准进行了全面梳理。”国家卫
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司长刘金峰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食
用农产品安全标准，食品卫生、规格质
量及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执行内容进行
了整合。

刘金峰介绍，近年来，按照“最严
谨的标准”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完
善了以风险监测评估为基础的标准
研制制度。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
准体系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
产经营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覆
盖从原料到餐桌全过程。四类标准
相互衔接，从不同角度管控食品安
全风险。

吃得更放心 强化风险监测和评估

让老百姓吃得安心、放心，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是“守门人”。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李
宁表示，经过连续十余年组织实施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初
步掌握我国主要食品污染状况和趋
势，如发现局部地区部分食品重金
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致病菌污
染及新的潜在其他风险等食品安全
隐患。

李宁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对发现的隐患及时开展风险评
估，通报相关监管部门及时制定修订
限量标准，有效发挥监测评估预警作
用。

校园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也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重点领
域。刘金峰介绍，近几年我国校园食
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未发生涉校园
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无死亡病例发
生。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从三个
方面重点做好校园食品安全和防范学
生食物中毒工作，包括动态研判监测
发现隐患问题，并及时通报会商教育、
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相关部门抓好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落实；组织开展主题宣教活动。

吃得更营养 城乡差异逐步缩小

我国居民身高变得更高了。统计
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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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重要数据反映我国居民营
养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差异逐步
缩小。

据悉，为加强合理膳食指导，国家
卫生健康委会同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
员会 17 个成员部门组织实施了国民
营养计划和合理膳食行动。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丁钢强介绍，该行动对改善贫困地区
儿童营养状况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
国 2011 年开始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为贫困农村义务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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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元。监测结果显示，学
生生长迟缓率从 2012 年的 8.0%下降
至2021年的2.5%。

为改善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状
况，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2年起启动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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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龄婴
幼儿每天提供1包营养包。截至2021
年，项目累计受益儿童人数达 1365
万。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秉持标
准严谨实用，监测灵敏高效，评估科学
权威，营养惠民便民原则，更好服务人
民群众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完善标准 强化监测
我国食品安全和营养状况十年来有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董瑞丰

新华社天津6月27日电
（记者梁姊、王井怀）高考过
后，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
最关注的话题，一些良莠不齐
的“咨询师”“规划师”也活跃
起来。专业人士提醒，志愿填
报专业性强，目前这一领域鱼
龙混杂，广大考生选择咨询服
务时要擦亮眼睛。

高考志愿规划师突
击培训，有的只需“三天
两晚”

近年来，越来越多考生热
衷高考志愿咨询。“2020 年，
一个 40 多人的毕业班中，几
乎一半学生参与了咨询。”从
业 30余年的高中教师龚老师
说，“咨询费四五千元。”

这些“出谋划策”的高考
志愿规划师，水平如何？

一家高考志愿规划师培
训机构负责人邝老师说，“零
门槛”就能学，机构还可以代
为申请“高级高考志愿填报师
证书”。

听到记者说“对大学专业
不熟”时，邝老师痛快地说，只
要能熟练使用电脑，训练一下
推销能力，就能上岗。

除了门槛低，相关人员的
培训时间也很短。记者在多

个高考志愿规划师培训机构
主页上发现，规划师的培训时
长不等，最长不过一个月，短
的线下培训班只需要“三天两
晚”。

刚需之下，高考志愿
规划成“热门生意”

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实
行“新高考”模式，采用“专
业+院校”平行志愿填报形
式。在新模式下，多地考生最
多能填报上百个志愿。

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
长蒋永红认为，我国有 3000
多所高校，除了“双一流”等评
价标准之外，考生还关注地理
位置、专业水平、就业前景等，
这让高考志愿填报有了巨大
的市场需求。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6月，有“志愿填报”服
务的企业 1500 余家，近八成
成立时间不足三年。

记者了解到，这些咨询企
业的“核心资产”是各高校专
业的考分数据库，但咨询的费
用却各不相同。以志愿卡为
例，价格为 200 元至 600 元不
等，考生输入成绩、目标城市、
专业等信息后，系统会自动生
成相应的报考方案；而志愿规

划师线下“一对一”服务，收费
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吉林省一家高考志愿规
划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2021 年报考季，5 人组成的团
队就有近 200 万元的收入。“5
分钟出方案，一人一天赚几
万。”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
擦亮眼睛

面对鱼龙混杂的高考志
愿咨询，2021 年教育部发布
预警称，谨防“高价志愿填报
指导”诈骗陷阱，目前没有任
何招生考试机构、高校与社会
机构或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
报指导合作，切勿轻信所谓的

“天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众多考生和家长也在呼吁完
善促进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
服务。

南开大学招生办主任金
柏江介绍说，高校招生办根据
考生特点提供更精准的志愿
填报咨询，结合就业情况可以
把专业前景讲解得更透彻。
金柏江说，许多大学每年志愿
填报期间都会举办线上线下
咨询，也会在直播间回答考生
提问，方便考生对学校有更全
面的了解。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27日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
规定》，将于2022年8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
确账号信息管理的规范，要求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履行账号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并严格落实真实身份信息认证、账号信
息核验、信息内容安全、生态治理、应急处
置、个人信息保护等管理制度。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各类互联网信息服务迅速发
展，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体现用户个性特
征，方便在线交流，成为亿万网民展示自我
的重要载体。但同时，通过注册、使用账号
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实施网络暴力等
行为时有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
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出台规定，旨在加强对互联网用户账号
信息的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
服务健康发展。

规定要求，互联网个人用户注册、使用
账号信息，含有职业信息的，应当与个人真实
职业信息相一致；互联网机构用户注册、使用
账号信息，应当与机构名称、标识等相一致。
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不得假冒、
仿冒、捏造政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名称、标识等。

规定还明确，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为
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
的，应当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应当对互
联网用户在注册时提交的和使用中拟变更的
账号信息进行核验；应当在账号信息页面展
示合理范围内的互联网用户账号的互联网协
议地址归属地信息，便于公众为公共利益实
施监督。

国家网信办强化互联
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

高考志愿咨询鱼龙混杂
“天价”服务或是诈骗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