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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董瑞丰 李恒）“零添
加”真的不含添加物吗？盐油糖该如何避免过量摄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7日公布
59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消费者特别关心的

“零添加”、食物过敏、盐油糖标示等内容，均有明确规定，
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亮点一：避免“零添加”等消费误导

“不添加”“零添加”真的更健康优质吗？此前，一些
食品标签上的信息给消费者带来误导。

以某款果汁饮料为例：食品标签上写着“不添加蔗
糖”，但其实蔗糖只是“糖”这个大家族中的一种，配料表
中可能还含有果糖、果葡糖浆等。“这类产品所声称的‘不
添加蔗糖’绝不等于产品中不含有糖，但很容易引起消费
者误解。”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说。

为了避免误导消费者，新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实
施后，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
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

此外，根据新标准，食品名称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需
在食品标签里标示含量，如燕窝月饼需标示燕窝的含量。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中心主任朱蕾说，
新标准强化了定量标示要求，就是要规范行业乱象，引导
正确消费认知。

亮点二：致敏物质需强制标示

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食物过敏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为尽可能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概率，此次公布的新
标准要求强制标示食品中的致敏物质信息。

朱蕾介绍，当预包装食品使用含麸质的谷物、甲壳纲
类、鱼类、蛋类、花生、大豆、乳、坚果八大类食品及其制品
作为食品配料时，需要在配料表中以加粗、下划线等强调
方式，或在配料表下方通过致敏物质提示语，提示食品中
含有的致敏物质。

“有食物过敏史的人群，以后可以特别关注食品标签
上致敏物质的提示信息。”朱蕾说。

亮点三：婴幼儿需求得到特别关注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专为患有特殊疾病或
处于特殊医学状况下的宝宝量身定制。本次修订的特殊
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新增了生酮配方、防反流配
方、脂肪代谢异常配方等6个产品类别。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一室主任方海琴介
绍，新增产品主要服务于患有难治性癫痫、生长发育迟
缓、脂肪酸代谢吸收障碍等特殊医学状况的婴儿，同时也
覆盖了部分罕见病的婴儿群体。

此外，新修订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婴幼儿罐
装辅助食品标准，也针对婴幼儿群体的特殊要求，在扩大
产品品类、营养成分指标、添加糖供能比等方面做了补充
和修订。

“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合理设置指标和范围，
确保给宝宝的食品营养充足和安全。”方海琴说。

亮点四：减少盐油糖可看营养标签

科学选购食品，最好先了解营养成分。这就需要营
养标签的帮助了。

新版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要求，强制标示内
容在原来基础上增加饱和脂肪（酸）和糖两项，同时增加
标示“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油糖”。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邓陶陶介绍，
高盐、高脂、高糖等不合理膳食是引起肥胖、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因素。落实减盐、减油、减糖“三
减”健康生活方式，需要完善营养标签，方便消费者根据
需要控制能量、脂肪、糖等的摄入。

邓陶陶介绍，为引导食品产业营养化转型和饮食健康
消费，新标准还允许企业采用图形、文字等方式对营养标签
进行补充说明，比如可以使用消费者熟悉的油和盐替代脂肪
和钠，用“卡”替代“千焦”，也可以使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
宝塔图形和核心推荐条目来宣传合理膳食和“三减”。

亮点五：食品标签将“可听”“可播”

食品标签信息看不清？以后用手机扫一扫食品包装
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食品数字标签，同时可通过页面放
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多种功能了解食品信息。

根据新版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数字标签将陆续
应用到各类食品包装上，避免部分消费者因字体小而找
不到、看不清食品标签的问题。

“数字标签没有版面限制，食品的配料表、贮存条件、
营养成分等信息将更加便捷易获取。同时，也可以丰富
监管手段。”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一室副主任
于航宇介绍。

根据新版标准要求，对数字标签扫码后，一级页面即
展示标签信息，不得设置影响消费者阅读标签的干扰因
素，如弹窗、信息采集页等。

保障食品安全，让标准更科学，让你我更健康！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徐
壮）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
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
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专项行
动进一步整治“暗箱操作”和“掐尖招
生”行为，严格管控试点实验项目等特
定类型招生，严肃查处招生入学环节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提高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
度化水平。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要
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通过文化课考
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入学后实

行均衡编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
点班、快慢班。严禁以“校园开放日”
等名义进行违规招生宣传或考察学
生、家长。

通知提出，严格管控特定类型招
生。各类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实验项目
以及外语、体育、艺术等特定类型招生
全面实行省级审核制度，开展招生项
目评估，建立招生项目台账，从严控制
学校数量、招生规模，严格规范招生范
围和程序。

通知还强调落实“教育入学一件
事”。完善本地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

作指引，进一步优化入学流程、精简证
明材料。以数字化赋能招生入学工
作，加快实现报名、材料审核、录取“线
上一网通办”。提升线下办理服务水
平，推进“线下只进一门”。

通知部署，教育部于4月至9月在
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平台设立“义
务教育违规招生问题”专栏，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招生
入学热线并主动公开。各地要严肃招
生纪律，会同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招
生过程监管，加大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禁用“零添加”！食品安全新国标亮相
“掐尖招生”“暗箱操作”

教育部将对这些违规行为“亮剑”

3 月 27 日，孩
子们在广西南宁
市民族大道东段
小学唱山歌。

当日，广西南
宁市民族大道东
段小学举行 2025
年“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
活动暨“广西三月
三”民族艺术节，
孩子们以多种方
式喜迎佳节。

新 华 社 记 者
周华 摄

喜迎“三月三”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顾
天成）随着春夏季气温回升，传染病流
行态势也发生变化。如何预判今年流
行态势？公众应采取哪些健康防护措
施？如何防范食源性疾病风险？27日，
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答春夏
传染病防治热点问题。

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可控
“今年春夏季将呈现多种传染病共

同流行的态势。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整
体处于较低流行水平，全国流感强度持
续下降，预计 4 月回落至非流行季水
平。”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长
刘清说，但南方部分省份可能迎来夏季
流感小高峰，新冠病毒感染将呈平缓波
动，需密切关注变异株动态。

刘清介绍，麻疹疫情因国际输入风
险等因素，报告病例数较去年同期有所
上升，但通过疫苗接种高覆盖，我国麻
疹报告发病率目前维持在百万分之一
以下。蚊媒传染病方面，登革热输入风
险显著增加，疟疾输入风险亦不容忽
视。

肠道传染病中，诺如病毒感染将逐
渐下降，手足口病将随气温升高进入上
升期。猴痘、人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处
于散发态势，需防范境外输入引发本土
传播。

“春夏季在继续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
可控。”刘清说。

筑牢麻疹免疫屏障
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并维持高水

平接种率，是阻断麻疹病毒传播、防控
麻疹疫情最有效的措施。

刘清表示，我国儿童麻腮风疫苗接
种率超 95%，有效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今年以来，受全球麻疹疫情形势、国外
输入病毒传播、个别地区防控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麻疹疫情
有所抬头，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流行水
平。

据悉，下一步将强化口岸检疫，严
防疫情跨境传播；开展疫苗查漏补种，
覆盖免疫薄弱区域；学校、托幼机构需
加强晨午检，及时报告疑似病例。

专家强调，接种疫苗仍是预防麻疹
最有效手段，适龄儿童应按时完成免疫
程序。

清积水、防叮咬、常监测
2024年，全球报告登革热病例1400

余万例，创历史新高。
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

刘起勇表示，我国部分省市和部分周边
国家为登革热防控重点地区，公众如在
登革热流行季前往，要做好物理屏障防
护。尽量选择配备有纱窗、空调的住宿
环境，夜间睡眠推荐使用蚊帐。

专家提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是
登革热主要传播媒介，清除积水是防蚊
关键。建议家庭定期清理花盆托盘、废
弃容器，水缸加盖密封。若从东南亚等
流行区返回后出现高热、关节痛、皮疹，
需及时就医并申报旅行史。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
员常昭瑞表示，蜱虫叮咬进入高发季，
户外活动后应检查全身，发现蜱虫附着
需用镊子垂直拔出，避免口器残留，随
后消毒观察。鼠疫防控聚焦西北疫源
地，公众应遵守“三不三报”原则，远离

旱獭等野生动物，采取防蚤叮咬措施，
返程后监测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警惕“舌尖上的隐患”
春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家庭

成为主要风险场所。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

物室主任白莉强调，春季易误采误食有
毒野菜、毒蘑菇。毒芹、钩吻等外形酷
似可食用植物，却易致中毒，公众需注
意辨别。此外，微生物污染风险随气温
升高加剧，生熟食品交叉污染、冰箱存
储不当等问题凸显。

白莉呼吁，公众在进入夏季后做到
“食品安全五要点”来规避食源性疾病
风险，包括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
透、安全的温度、安全的水和食材。

“不采野菜野菇，剩菜剩饭不要在
冰箱中放置过长时间，一定要彻底加热
后再食用，要定期清洁冰箱，用温水加
清洁剂擦拭冰箱内壁、隔层和密封条
等。”白莉提醒，万一出现食物中毒的症
状，比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定
要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并尽快到医
院就诊。

即将陆续迎来清明、“五一”及端午
等小长假，公众户外活动、外出旅游及
亲友团聚增多。专家呼吁，公众需提升
防病意识，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
况，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
司长席晶晶表示，为广泛传播健康防护
知识，提升公众疾控意识，国家疾控局
在今年每场新闻发布会都将结合季节
交替规律，为公众介绍传染病防控情况
和科普知识。

流行态势如何流行态势如何？？怎样做好防怎样做好防护护？？
——国家疾控局回应春夏传染病防治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