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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购物安全 出行也要安全

健康安全过年 这些方面很重要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随

着春运开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
归途，疫情防控与新春佳节交织
在一起，如何过好健康安全年？

吃得安全

近期，车厘子、冻鱿鱼、奶枣
等食品多次被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受到普遍关注。如何保
证食品安全？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副主任李宁表示，新冠病毒是
呼吸道病毒，经消化道感染的可
能性极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主要是针对病毒的核酸片段，无
论是活病毒、死病毒，都可能检
出核酸阳性；食品检出核酸阳
性，不代表它就具有传染性。

她说，从全国各地对食品及
其外包装特别是进口食品及其
外包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来
看，总体的阳性检出率也是比较
低的，不到万分之一，而且主要
集中在食品的外包装，总体的污
染量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新冠病
毒在食品的表面不会繁殖。食
品存在活病毒的可能性也是非
常小的。

尽管如此，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消费者也要做好防护。李

宁提醒，在处理食品及其包装整
个过程中，要勤洗手，保持良好
的手卫生，不要用手触摸口、眼、
鼻，特别是处理进口食品更要
注意。

买得安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今年春节人们的饮食生活

与往年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亲
朋好友外出聚餐的活动会大大
减少，采购大量食物在家做饭
和网购食品的可能性会大大
增加。

李宁提醒，消费者在网购
食品时，要特别注意到正规和
信誉好的网络平台采购；在收
到快递的时候，如果购买的是
进口食品，可先用75%的酒精对

外包装进行预防性消毒。在整
个处理食品和外包装的过程中，
要保持良好的手卫生。在加工
环节，要做到食品安全“五要
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
煮透、食物保持安全温度、使用
安全的水和清洁的食材。

为有效防范新冠病毒通过
物流渠道由境外向境内传播，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进
口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冠病毒
防控技术指南》，在进口物品管
控方面，要求加强对进口物品源
头、装卸储运过程、生产加工过
程和销售经营过程等各环节的
全流程管控，做到进口货物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在做好进口物
品外包装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
毒的同时，对内包装及其内容物
也应按要求开展核酸检测和预
防性消毒，一旦发现核酸检测阳
性样品要按要求严格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

回得安全

随着春运开启，会有更多的
人踏上归途。人在旅途，该如何
做好个人防护？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首先我

们提倡大家春节假期非必要不
流动。不管是否流动，都一定要
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要返乡，一
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及时关
注目的地疫情变化和疫情防控
的政策措施，多关注交通部门的
出行提示。

“若无发热和呼吸道感染等
可疑症状，可正常返乡；若出现
可疑症状，建议居家休息和就地
就医。”许文波提醒，如果乘坐私
家车返乡，一定要做好私家车的
通风换气，并且乘坐人员下车进
入公共场所时要佩戴口罩，返回
车辆后建议先用手消毒剂进行
手部消毒。

许文波说，如果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返乡，回家途中要全程正
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尽量减少
因就餐而摘口罩的次数和时间，
并且根据时间长短更换口罩。
排队等候时要注意保持1米线的
安全距离，尽量不和其他候乘人
员扎堆。如果旅途中出现发热、
咳嗽等可疑症状，要及时联系工
作人员，并到指定隔离区休息，
可疑症状者应及时到指定医疗
机构就诊。

“回到家乡后要按照当地的
防控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少串门、少聚集。”许文波说。

2月2日，外来务工人员在中铁四局无锡地铁4号线具区路车辆
段项目生活区挂灯笼。 新华社发

“经过重点防疫区域的
快递也不必担心”

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
100”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
启幕后，快递查询量单日峰值超
过3.5亿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8%，快递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5%；顺丰公司数据显示，1月
20日“腊八节”开始，顺丰快递量
较平日增长两到三成，电商类快
递增长明显。

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内
多地出现散发疫情背景下，快递
运输配送安全备受关注。在国
际邮件方面，中国邮政相关负责
人介绍，邮政对所有国际邮件在
进出口运输环节进行消杀，对邮
袋和运载工具分别进行喷淋及
紫外线照射消杀。

“国际邮件到达后，首先在
机场装车时进行消杀，在进入处
理中心前进行二次消杀。”北京
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国际场
地负责人谭涛介绍，邮件经履带
进入场地后，分批经过专用通道
到达国际邮件开拆区，在通风位

置静置6小时后，工作人员将邮
袋拆开，对拆出的每个小包裹再
次消毒，才能进入海关查验等后
续流程。

记者在顺丰北京汉光百货
营业部看到，站点快递量明显增
加，且多为干果、营养品、酒水等
年货以及米、面、手纸等生活
物资。

来自国内疫情地区的快递
是否安全？顺丰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快递送达客户前至少
经过4道消杀程序，经过重点防
疫区域的快递也不必担心。”

针对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散
发的特殊情况，顺丰采取更严格
防疫措施，对每班次进出港快递
进行全面消杀：场地、车辆每两
小时消杀一次，快递到港后先进
行车厢消杀，卸车后再内外消杀
一次，联系客户派送快递前还会
消杀。

“不仅让用户放心，
配送员自己也安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除邮政、

顺丰、京东物流、苏宁物流继续
保持春节正常运营外，中通、圆
通、韵达、申通、百世、德邦等快
递企业也宣布“春节不打烊”，并
从网络、运力、人员、客服等方面
做好保障。

京东集团副总裁曾晨介绍，
京东物流今年将扩大运营保障
范围。即使除夕至大年初三，消
费者也可在全国近300个城市、
1500个区县正常下单收货。

运力有保障，配送环节安全
有保障吗？记者在京东物流北
京百荣片区角门营业部了解到，
站点人员严格落实体温监测程
序并查看绿码，一些快递员不仅
要对配送车辆车厢进行消毒，还
随车配备酒精喷壶，送达客户前
对快递再次消毒。“做好防疫消
杀，不仅让用户放心，配送员自
己也安心。”站长孙思兵说。

在国内重点防疫地区，快递
收发也在有序进行。例如，申通
快递在石家庄的20多个网点、近
300名一线快递员都在正常配
送。所有人员上岗需佩戴口罩、
护目镜、手套，并随身携带酒精、

消毒液等。
“我们制定了防疫知识手

册，让每位快递员都能安全、规
范配送。圆通在哈尔滨的快递
员平均每五到七天做一次核酸
检测。”圆通黑龙江省区办公室
主任王洋说，当地出现疫情后，
消费者更加依赖网络购买日常
消费品，我们一定做好服务，保
障安全。

“筑牢疫情防线，
保障快递收发安全可靠”

记者跟随京东物流小哥张
献龙为北京客户配送快递时发
现，客户接收快递时个人防护程
度不一。有客户主动要求将包
裹放入快递柜，希望非接触式配
送，也有客户室内接收快递却不
佩戴口罩。记者随机询问，接收
快递后是否及时洗手？一些客
户坦言，“不是每次都洗”“有时
会忘记”“顾不上”等。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研究员王丽萍提示，消费者出
门取件前应做好个人防护，一定

要佩戴口罩，有条件的可佩戴一
次性手套，需当面签收时可自带
签字笔。如需在室内收件，更需
提前做好个人防护。

“尽管我们在运输配送环
节做好必要消杀，但还是建议
大家在取件期间尽量选择无接
触配送并避免人员聚集。”圆通
北京分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负
责人王义来说，“如果客户在站
点取走快递，建议现场拆开把
包装留下，我们进行消毒处理；
如果在家中接收快递，建议客
户做好垃圾分类，不要随意丢
弃包装。”

王丽萍建议，消费者将快递
带回家后，可根据物品种类选择
适当消毒方法进行消毒，或放置
在干燥通风处30分钟。全部完
成后，需立即做好手部卫生。

王义来提示，如果客户选择
用喷洒酒精的方式消毒，一定要
注意防火安全，在通风环境下进
行。“快递企业愿和大家一道，筑
牢疫情防线，保障快递收发安全
可靠。”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物流如何消杀？配送是否规范？收件怎样防护？

疫情防控下 我们接收的快递安全吗？
在这个倡导“就地过年”的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快递业比以往更加忙碌；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内多地出现散

发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快递安全更加受人关注。眼下，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陆续启幕，今年快递业首个“小高潮”
悄然到来。连日来，记者深入多个快递站点，跟随快递员配送货品，对快递运输配送安全问题以及收件防护情况进
行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