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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科普 构建长效机制
为提升科普惠民、益民服务水平，增

强科普宣传实效，该局着力构建食品安
全科普宣传的长效机制与传播平台。在
全市设立了20个科普宣传站，定期组织
开展科普宣传日，打造科普宣传主阵地。

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主题日宣传
活动时，在绿城广场安排食品药品快速检
测车，现场对市民提供的食品药品进行快
速检测，发现问题后直接移交稽查部门跟
进处置，有效提高了投诉举报的普及率。

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开设
创建展示专区，安排食安委成员单位开
展主题宣传日，食品生产企业开放日陆
续进行，邀请广大市民走进监管部门、
走进生产企业，让媒体、市民代表现场
感受我市食品安全状况。

安全用药月启动时，该局现场设立
咨询台，指导公众识假辨假；组织专家
到各县市区，深入社区、乡村，为群众用
药提供科学指导。

该局还联合市科协，在全市 110余
所社区大学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
堂活动；联合市总工会开展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电视知识竞赛和食品安全知识网
络知识竞赛；联系动漫设计公司，筹划设
计印制漫画书，设计卡通人物形象，为创
建工作宣传增添吸引力，并设计了一批
海报、易拉宝、春联等，植入创建元素，大
力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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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由市委宣传部、市食
安委主办，市文明办、市政府食安
办、市食药监局承办的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活动在郑州艺
术宫举行。

“我们邀请每一位市民参与到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中来，
关心创建、支持创建、参与创建，让
食品安全人人共享，示范创建情满
绿城！”活动现场，奥运会网球冠军
孙甜甜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

当日，孙甜甜与2000多名市民
代表被聘为食品安全义务宣传员、
监督员，以引领全市人民自觉充当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
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

一年来，市食药监局以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统领，紧紧围绕
食品药品监管中心工作，多措并举，
创新载体，广泛传播食品安全科普知
识，初步形成了“政府部门主导、新闻
媒体响应、企业群团支持、人民群众
参与”的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宣传工作新格局。
郑报融媒记者 邢进 通讯员 杨鑫

多措并举 创新载体
努力营造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良好氛围

媒体引导 掀起创建宣传高潮
2016年 12月 7日，郑州市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动员会召开后，市食药监
局及时召开了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座谈
会，联合市委宣传部，组织全市主要媒体就
如何开展创建宣传进行座谈，对全面宣传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掀起了创建食安城宣
传工作高潮。

为更好抢占食品安全宣传主阵地，该局
在《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开设“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郑在行动’”专栏，在郑州
电视台开设“食药安全在郑州”栏目，在中原
网建立创建网页，在微信公众号“郑州食品

药品监管”开设创建“食安创建”栏目，全方
位展示、跟踪报道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同时，在重要时间、重要节点，策划开展
集中报道，反映监管工作成效。如带领媒体
深入县（市）区一线抽查年夜饭等；12331主
题宣传日活动时邀请媒体现场介绍投诉举
报流程，方便群众快速举报。

今年伊始，该局就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深入挖掘义务宣传员、监督员优势，以文化
宣传为载体，将食品安全创建工作思路和新
风新貌创编为文艺作品，让老百姓听得懂、
看得明白，再次掀起了创建工作新高潮。

主动作为 创新宣传载体
为让食品安全创建工作持续推进，市食药监

局建章立制，积极调动全系统的积极性，努力营造
人人关心支持食品安全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建章立制，鼓励宣传工作。该局制定印
发《郑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
工作方案》，对全年创建宣传工作进行总体
谋划和部署，议定了文化宣传、专栏专刊、科
普宣传、创建氛围营造等几项大型工作。

活用新兴媒体，善用传统模式。通过微信
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号等，有的放矢抓创
建。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围绕中心工作，重点时
段、重大整治主动约稿。如全省工作会议后，新
郑市食安局采写的《勇立潮头搏浪行》，被省局

刊物《河南食品药品安全》采用。郑东新区局宣
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新密市局善用新媒体，
运用网络语言、视频等创新手段，食品药品宣传
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开辟新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结合当前
餐饮外卖的兴起，在加大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
同时，将创建工作动态、食品安全知识汇集到
宣传折页当中，通过美团、百度、饿了吗3家外
卖平台的快递小哥，随着一份份可口安全的饭
菜送到千家万户手中。在消费者体验外卖食
品安全的同时，更加深入了解了创建工作。下
一步，该局还将开展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走
家串户开展宣传，提升创建工作知晓率。

疾控专家表示，由于流感病毒会变
异，疫苗防护能力并非“万无一失”，如目
前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就难以抵御今冬
大肆流行的“乙型Y系病毒”。但多年的
疫苗使用情况证明，接种流感疫苗是减
轻流感流行危害的有效手段，可以降低
流感病死率及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
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流感疫苗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短
了，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新事物，所以
要想让大家接受，就得告诉大家这个疫

苗的优缺点和接种必要性。”长春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科科长孙于
莉说，有关部门应通过加大宣传来增加
流感疫苗接种率。

疫苗产品安全与否，是影响公众接
种的因素之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表示，将继续加强上市疫苗产品抽
样检验和生产现场有因检查，及时查处
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涉嫌犯罪的移交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接种率仅2％,流行性感冒疫苗为何不“流行”？

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办公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今年冬天，流感来
势汹汹，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报告病例高于过去3年同期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我国的流感
疫苗接种率目前尚未建立科学的统计，但从每年疫苗供应总数3000万支
推算，接种率仅为2％。“最有效的方法”为何乏人问津？记者进行了调查。

多数成人
对流感疫苗不“感冒”

2009年11月，身为医护人员的合肥
罗女士接种了甲流疫苗，没想到却因此
感染了甲流。从此，亲朋好友在她的劝
阻下再没人敢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指出，像罗女士这样因接种
疫苗感染病毒的概率极小。但除了像
她这样因自身经历而抵触疫苗的人，
大多数成人对接种流感疫苗也不大
“感冒”。

中国疾控中心及多地疾控中心的
黄婷、范军星等在四川、河南抽样选取
9673人进行调查发现，不愿意接种流
感疫苗的有4381人。在这些人群中，
三成以上是因为“担心疫苗质量和安
全性”；26.5％是“对流感疫苗不太了
解”；认为“接种疫苗不能降低得流感
的可能性”的占 17.8％；而“流感是小
病，不需要接种疫苗”的占 5.0％。此
外，也有人表示“不知道有流感疫苗”
以及“接种费用偏高”，导致不愿接种。

虽是高危人群，未成年人的接种率
也不乐观。北京市中关村医院预防保健
科李美琴等曾随机选取该地区 3所小学
中二~六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调查对象，
研究发现，受访家庭中的小学生只有
33.0％在 2012年接种了疫苗，2013年有
接种计划的仅有47.5％。

在江苏省滨海县，2016年托幼儿童
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 12.87％——该县
疾控中心梅茂冬发现孩子们未接种原因
主要是家长担心疫苗不良反应，其次为
不了解流感疫苗、感觉孩子身体好不需
要接种。出人意料的是，私立幼儿园儿

童接种率高于公立幼儿园，农村户籍高
于城镇户籍，流动儿童高于本地儿童，家
庭月收入越高接种率越低。

“农村户籍的父母，虽然收入不高，但
更倾向于听从医生建议给孩子接种流感
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而城镇户籍儿童
的父母虽然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对流感疫
苗认识存在误区，导致儿童疫苗接种率较
低。”梅茂冬认为，家长对流感疫苗的认知
水平，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接种率。

记者调查还发现，很多家长不愿意
孩子“多扎一针”，也导致流感疫苗未能
普及。

家庭月收入越高接种流感疫苗率越低

让“疫苗君”成为“可靠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