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从总理的
政府工作报告，到“部长通道”、新闻
发布会，再到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

食品药品安全始终是热点话题之
一。 两会后，上海召开高规格、大范
围会议，把目光聚焦在“食品药品安
全”这件大事上。

民生问题无小事， 群众利益大
于天。 刚刚过去的“3?15”对于餐饮
行业而言十分具有警醒价值， 外婆
家、 西贝两家中国餐饮业品牌先后
被曝出食品卫生问题。 尽管两家企
业都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并且将积
极整改， 却依然让不少消费者产生
质疑。 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是餐饮行
业中的标杆和翘楚， 但仍然徘徊于
食品卫生安全这道红线， 这背后反
映出的其实是目前中餐企业普遍面
临的管理难题和痛点。 没有制度性
反思，道歉只是“创可贴”，危机公关
而已。 长记性的最好方式，就是“付
出付不起的代价”。

提起日本的食品药品安全，不
少人或许会竖起大拇指， 但你是否
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在日本也是十分突出。事实
上， 为了能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
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
路。 今天，日本的食品药品尽管不能
说没有一点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
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就像 2001年，

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强烈的
声讨，迫使日本政府颁布《食品安全
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相关法规。

有权必有责，失责要问责。在今
年的两会上，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在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表示，将
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手

段、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来
推动我国食品药品安全持续向好。

他表示，要不断强化改进措施，真正
使法律长出牙齿， 成为带电的高压
线，维护好人民的食品药品安全。

“在政府的榜单上只有‘黑榜’

没有‘红榜’，‘红榜’是消费者的口
碑，是企业应该做到的，‘黑榜’就是
违法经营，要受到惩处。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两会期间
举行的“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
序”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虽然政府千方百计加大监管力
度，全流程、广覆盖，但工作成效和
百姓感受还有差距， 还有些企业敢
于“以身试法”，这从一定程度显示
出目前的执法手段不够多、 处罚金

额不够狠等问题。

在 3月 18日举行的上海市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坚
持严字当头，抓住责任落实这个“牛
鼻子”。 落实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
任，关键是“强法治”。 要完善法规，

依法进一步明确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要严格执法，对突破道德底线、昧着
良心制假售假的， 不管是谁都要依
法严肃追究责任。

百姓的信任靠“吃”出来。 今年
春节前，由上海市食药安办、市市场
监管局编制的《2018年上海市食品
安全状况报告（白皮书）》正式出炉。

这已是上海连续 8年向社会发布食
品安全白皮书， 持续将申城食品安

全状况向社会开诚布公。 过去的一
年，上海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市民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得分为
85.4分，市民食品安全满意度得分
为 80.7分， 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继
续保持有序、可控、稳中向好态势。

维护食品药品安全， 只有跨前
一步、防患于未然，才能从根本上把
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今天， 在智慧政府建设大框架
下， 上海正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在食
品安全监管领域应用， 加快从人海
战术向智慧监管转型，实现“严管”

加“巧管”。让隐患尽收眼底，才能防
患于未然。只有做到眼不见也“净”，

食品药品安全才能够真正让老百姓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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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医疗机构要合理

安排预约放号时间， 避免深
夜放号、凌晨放号等情况；力

争预约挂号时段精准到 30

分钟。 ”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
布《2019年深入落实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
工作方案》，提出包括科学建
立预约诊疗制度等 10 项具
体任务。

“2018年通过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

请中， 中国提交的国际专利
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中

国华为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
企业中位居全球第一。 这是

有史以来， 一家公司创下的
最高纪录。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 亚洲
在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
交的国际专利申请中首次超
过半数。

“经过前期的周密准备，

我们圆满完成了对预定 22

个测试条目的所有场景测
试，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对

所有航路点实现了定时定点
的精准可控到达。 ”

———民航局空管局空管
部副部长康南表示。昨天，我
国进行了首次四维航迹的试
验飞行。四维航迹飞行，指的
是对航班起飞、爬升、巡航、

近进、 着陆等全阶段进行空
间三维和时间维度的精细化
控制。 而这次试验飞行也让
我国成为国际上第二个成功
组织开展此项新技术试验飞
行的国家。

“早在2011 年，清华大

学就开始在自主招生中对
体质测试优秀的学生给予

加分， 其目的是想表达清
华的教育理念， 希望能对

孩子和家长起到示范引领
的作用。 ”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
任刘波表示。 2019年清华大
学将继续在自主招生中开
展体质测试。 体质测试成绩
优良的学生，可以在享受原
有自主招生降分认定优惠
的基础上， 给予额外的 5分
降分。 无故不参加者将取消
其获得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认
定的资格。

“迪士尼‘吞下’福克斯
后， 这家价值 1680 亿美元

的公司将更加强大，对好莱
坞其他电影公司造成极大

压力。 ”

———分析人士指出。 迪
士尼收购 21世纪福克斯公
司的协议在美国东部时间
20日零点零 2分正式生效。

这项总额高达 713 亿美元
的交易将重塑好莱坞格局，

原来拥有六大电影公司的
好莱坞将进入五大公司角
逐时期。

    “睡不好觉的问题从工作以后

才慢慢出现的，过去学校宿舍的同
学作息都比较规律， 到点就会睡

觉，但是自从工作以后，这样的习
惯越来越难坚持。 ”

———28岁的潇潇，在北京一家
互联网公司工作。 凌晨 1点，潇潇
躺在床上刷着微博，虽然窗外已经
夜深人静， 但她还是没有办法入
睡， 她想看看手机上的无聊内容，

帮自己入睡，但是越看越精神。

“全球睡眠障碍率达 27%。 ”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

“八成被调查者受睡眠问题困扰。

年轻人比老年人面临更加严重的睡
眠问题，84%的 90后存在睡眠困扰，

90后也被称为最‘缺觉’的一代。 ”

———2019国民健康发展大会
上，丁香医生与健康报移动健康研
究院发布的《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
告》指出。

“6到 17周岁的青少年儿童睡
眠不足 8小时的占比达到 62.9%，

其中，13到 17周岁青少年儿童睡
眠不足 8小时的占比达到 81.2%。”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

《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
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儿童普遍
睡眠不足。

“近年来，精神类疾病发病率

持续增高， 缺乏睡眠是帮凶之一。

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与所有精神疾

病有关，有些情况下，二者甚至互

为因果， 即睡眠不足引发精神障
碍， 精神障碍又会让人睡不着、睡

不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还可能
引起抑郁症、焦虑症等。 ”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
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喻小念指出。

“目前我国睡眠医学缺少国际

化的诊疗标准，多数患者不知这是
病，不知去哪治，更不知如何治。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
主任田成华表示。 目前人们对睡眠

医学的认知较为欠缺，就诊率很低。

“当前公立医院对于睡眠障碍

及其他精神心理疾病的诊疗，方案
相对单一， 一般以药物治疗为主。

亟待出现专业的医疗机构，以满足
患者多样性的需求。 ”

———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
科主任李艳说。 截至目前，很多地
区的三级综合医院都建立了睡眠
医学中心，开始进行睡眠呼吸疾病
治疗与睡眠医学专科建设。尽管如
此，睡眠医学在国内的发展还存在
不少困难。

“中国睡眠产业市场规模已经

超过 1200亿元， 并且持续保持高
速增长的趋势，睡眠产业成为中国

健康消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中国睡眠研究会介绍。

“从褪黑素、睡眠枕、助睡眠香

薰这样的传统商品，到被冠以‘高
科技’的安眠手环、失眠贴、睡眠喷

雾、睡眠音响等‘助眠神器’琳琅满
目。 商品价格也相差悬殊，从几十

元到上万元不等。 ”

———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关键词
“助睡眠”，弹出大量“助眠神器”。

“类似产品的销售情况很好，不

少顾客都愿意花上几百甚至上千
元购买帮助睡眠的产品。 ”

———北京某商家介绍。如今在
线下，一些大型超市、商场的不少商
品都打上了“助眠”标签，并且价格
不菲。 该商场内一款号称有护颈、

助睡功能的枕头标价 1700多元。

“我国睡眠产业起步虽然较晚，

但在移动门户和智能终端技术方

面并不落后，伴随着高科技及智能
等创新技术的发展，产业下游的扩

展接下来将顺理成章，而穿戴式睡
眠检测设备和远程干预产品是产

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及
副秘书长张斌表示。

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然而对很多人
来说，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睡个好觉似乎变成了一种奢望。

今天是第 19 个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中国主题是“健康睡
眠，益智护脑”。但能达到健康睡眠的人少之又少。有研究数据显
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超过 3 亿中国人有睡
眠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