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大于天。衷
心希望相关监管部门
不妨从“标注”入手，
提高保健食品安全的
管理水平，有效治理
保健品市场乱象，守
护好保健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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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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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基层是医疗卫生服务

的短板。国家卫健委着力提升基层服

务资源供给、服务能力。主题教育期

间，完善试点地区工作方案，在全国遴

选 500 个县开展医共体建设试点。在

20个省推开社区医院建设试点，遴选

建设1000个社区医院。

瞄准就医防病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
能治病。但有的推销
人员常常“忽悠”消费
者，有的甚至把保健食
品吹成包治百病的灵
丹妙药，坑老骗老。有
消费者反映，保健食品
包装上的声明信息不
直观、标注位置不醒
目、警示作用不强烈，
很难引起注意，容易被
“忽悠”、被欺骗。

民生杂谈

□ 赵文君

祛痘养颜促睡眠，解酒护肝排烟

毒……随着养生保健成为时尚，保健

食品行业乱象层出。百姓如何正确

理性消费保健食品？如何为保健食

品“管住、搞活、促优”提供制度保

障？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

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以

下简称《用语指南》）和《保健食品原

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

《用语指南》涉及保健食品上市后监

管、办法涉及市场准入，此政策的出

台旨在推动和促进保健食品产业健

康发展，将给保健食品消费带来里程

碑式的影响。

标注警示语让公众明白消费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

但有的推销人员常常“忽悠”消费者，

有的甚至把保健食品吹成包治百病

的灵丹妙药，坑老骗老。有消费者反

映，保健食品包装上的声明信息不直

观、标注位置不醒目、警示作用不强

烈，很难引起注意，容易被“忽悠”、被

欺骗。

2017年以来，国务院食品安全

办联合9部门开展食品保健食品虚假

宣传和消费欺诈专项整治，查处违法

违规案件近6万件，货值30多亿元。

现行的保健食品标签管理，虽然

要求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但标签上仅仅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而且声明标注的位置和大小也

没有具体规定，企业往往把它标注在

不显眼的位置，字体也很小，给虚假

宣传、夸大功效的营销行为提供了可

乘之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

稽查专员张晋京说，此次发布的《用

语指南》，对企业标签标识内容进行

规范指导，特别是对标注警示用语提

出明确要求，设置警示区、提高关注

度，标注警示语、提高认知度，规定面

积大小、提高辨识度。

《用语指南》提出，警示区必须设

置在最小包装物的主要展示版面

上。在标签上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警示语，

将保健食品与药物进行明确区分，提

示消费者慎重选用。警示区面积不

少于其所在版面的20%。规定印刷

字体，提高清晰度。警示用语使用黑

体字，让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看得更

加清楚。

“保健食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也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希望通过标注

警示语，让企业郑重声明，让公众明

白消费。在保健食品标签上，有适宜

人群和不适宜人群的标注，消费者在

购买时要根据身体需要慎重选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说。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

刘学聪认为，让保健食品标签带上警

示语，有利于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自

律意识，有利于避免产品的夸大和虚

假宣传，有利于促进消费者正确认知

保健食品的功能作用，维护消费者的

权益，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保健食品市

场环境，有利于保健食品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规范保质期标注容易辨识

人们在选购食品时都比较注意

查看保质期。然而，很多消费者特别

是老年人反映，标签上的保质期“找

不到”“看不清”“难计算”。

“找不到”，保质期标注的位置不

明显，有的标注在犄角旮旯，有的标

注在瓶底，有的标注在封口处；“看不

清”，保质期的字体小、色差小，难以

辨识；“难计算”，保质期的标注形式

不直观，比如保质期6个月、保质期2

年，消费者要通过对照生产日期来计

算产品食用截至日期，缺乏人性化。

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中，要

求保质期显著标注、容易辨识，但如

何标注，规定得不具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

司长周石平说，《用语指南》对保质期

的标注作了进一步规范。将保质期

的标注统一按照食用截至日期来标

注，就是按照“保质期至某年某月某

日”的方式进行描述，与生产日期的

标注形式相统一。要求在产品最小

销售包装（容器）上的明显位置清晰

标注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如果日期

标注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话，

应当准确标注所在包装物的具体位

置。保质期标注应当与所在位置的

背景颜色形成鲜明对比，让消费者

容易识别。

周石平介绍说，《用语指南》除规

定标签上显著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警示

用语、保质期外，还对标签标注服务

电话、经营场所标注消费提示等也做

了详细要求。

周石平表示，希望通过规范保质

期的标注方式，让保质期一目了然，

方便消费者购买；让企业受到约束，

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标本兼治产管并重综合施策

针对保健食品领域的突出问题，

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要求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

孙梅君介绍说，《用语指南》《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

理办法》是清理整治行动方案重要的

基础性制度安排。

“对于保健食品的监管，要标本

兼治、产管并重、综合施策，整治、规

范、提升，促进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

发展。”孙梅君说。

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对保健食

品实行备案和注册审批。对保健食品

原料和保健功能实行目录管理，是实

现备案和注册“双轨制”的重要基础。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

目录管理办法》旨在通过对“两个目

录”的管理，为保健食品“管住、搞活、

促优”提供制度保障。

刘学聪认为，《保健食品原料目

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明确了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声称的保

健功能目录的制定和调整、公布的程

序和路径，改变了以往政府主导的局

面，让行业企业站在目录与功能研究

的舞台中央，极大地鼓励和促进产业

的研发与创新。

“保健食品备案产品不再局限是

维生素和矿物质类原料，更多天然植

物提取物的原料加入备案目录，更多

产品快速上市，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刘学聪说。

刘学聪认为，根据科学研究与进

步，动态调整可以声称的保健功能，

在祛除不符功能的同时，允许新的保

健功能准入，这是保健食品产业发展

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满足群众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

据介绍，关于调整完善保健功能

声称、修订检验评价技术规范的两个

文件，目前已经上网公开征求意见，

将在完善成熟以后发布实施，为提高

上市产品质量奠定基础。

从产品注册，到日常监管、抽检

监测、案件查办，市场监管部门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近日，上海市松江区

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上海葡萄王公司

违法生产保健食品案件查处结果，行

政处罚1100万元，就是专项整治查

办的一起典型案件。

据孙梅君透露，下一步，市场监

管部门还将有一系列监管措施陆续

出台。如制定广告审查管理办法，严

格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有序开展换证

清理工作；加强生产许可审查、日常

监管、监督抽检、体系检查；开展多部

门联合执法，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对非法添加、非法销售、制假售

假的黑窝点，重拳打击、决不手软，净

化保健食品市场。

□ 廖卫芳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

从明年起，中国市场上的保健用品

必须在其包装上使用黑体字标注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治疗

疾病”，且标注面积不得小于包装物

面积的 20%。今后，保健品市场或

将告别“包治百病”“灵丹妙药“式浮

夸宣传。

多年以来，保健品市场“乱象

丛生”，欺诈和虚假宣传屡禁不止，

已成为一大社会顽疾。由于许多

消费者对保健品知识知之甚少，辨

别能力弱，加之一些不法商家的虚

假、夸大宣传“铺天盖地”，致使许

多消费者上当受骗，深受其害。可

以说，保健品市场乱象，一直饱受

诟病。

为整治“乱象丛生”的保健品市

场，早在 2017 年 7 月国务院食品安

全办等9部门就联合部署开展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

治。在历时一年半的整治中，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违规案件

5.8 万余件，货值 33.2 亿元。同时，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共公布了4批34

起典型案件，近期又联合公安部公

布了 8 起重大案件，以案释法，有力

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2019年1月，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截至

3 月1日，共立案 4865 件，案值达到

51.7亿元。可以说，整治效果还是非

常明显的。

整 治 保 健 品 市 场 乱 象 ，仅 靠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等“短效举

措”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跟进长

效机制。除了规范保健食品功能

声称、广泛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宣

传、组织开展保健食品标签、说明

书虚假宣传专项监督检查等长效机

制之外，在包装上使用黑体字标注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治疗

疾病”，无疑是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

的一个好办法，这既有效地避免不

法商家欺诈、虚假宣传，又向消费

者普及“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

代替治疗疾病”等健康知识，提升

消费者对违法行为的识别力、抵制

力和免疫力，引导消费者明白消

费、理性消费。

“食品安全大于天”。因此，衷

心希望相关监管部门不妨从“标注”

入手，提高保健食品安全的管理水

平，有效治理保健品市场乱象，守护

好保健食品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从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健康权益。

70 年来我国就业
总量扩大 3.3 倍

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工作
生活更加平衡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

告。报告显示，我国就业总量从1949年

的1.8亿人增加到2018年的7.8亿人，扩

大了3.3 倍，其中城镇就业达到4.3 亿

人，比1949年增加27.3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就业总量

增加、结构优化，就业质量也显著提升。

报告显示，工资收入快速增长。

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达到82,461元，是1978年的

13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3%，扣除物价

因素，实际增长了18.3倍，年均实际增

长率为7.7%。

此外，工作生活更加平衡。报告显

示，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实行单休工

作制，全年法定休息日共计59天。改革

开放后，为充分保障职工休假权利，经

过多次完善，最终形成双休工作制，再

加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假后全年休

息日可达120天以上。近年来，国家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

加班费用等进行明确规定，企业用工

更加规范，超时用工得到缓解，有效减

轻了劳动者工作负担，2018 年年底，

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小时。 （陈炜伟）

保健食品能否“管住 搞活 促优”

从“ 标 注 ”入 手 整 治 保 健 品 乱 象

《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和《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近日发布，

旨在推动和促进保健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将给保健食品消费带来里程碑式影响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试点工作启动

对各种灾害风险底数摸得
更清楚更细，提前防治

本报讯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成员、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国光近日表

示，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已经正式启动

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

郑国光是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应急管理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要对全国各种灾害的风险底数弄

得更清楚、更细一些，提前防治，该搬迁

的要搬迁，该及时转移及时转移，最大

限度减轻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

胁。”郑国光说。

基层防灾减灾能力薄弱、基础设施

设防水平低、公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

知识不足等，是当前我国基层综合减灾

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郑国光表示，应急管理部拟会同相

关部门，加快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

排查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

民搬迁工程、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

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等工程

建设；切实提高基层灾害监测预警和发

布能力；整合基层应急资源和力量，推

动应急救援救灾力量下沉；增强全民防

灾减灾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

用，努力扩大灾害保险的覆盖面，提高

综合的基层减灾能力。

（安 娜 叶昊鸣）

河北景县智能医疗器械远销海外
近年来，河北省景县大力推进医疗器械产业提升发展，建立的我国北方智慧健康科技产业园已成为集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制造基地，入驻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发出的“智能护理床”“智能防护服”

“智能分离床”等高端新产品广受国内外市场青睐，借助互联网远销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图为景县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工人在组装智能护理床。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