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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首批食品安全总监
通过任前培训考试

滨州11月10日讯 为进一步推动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食品
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
识，促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落地见效，11月8日，滨
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滨州市全部A级
企业和部分B级企业食品安全总监开展
培训考试。

经考核，滨州市7家食品生产企业、
33家学校食堂、6家食品流通企业、3家
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总监通过
了考核，滨州市市场监管局将对考试合

格者颁发培训合格结业证书。
下一步，滨州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指导企业加强对《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学习，督促企
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相关要求，深入开展自查整改，建立健
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加
强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培训
考核，完善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不
断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通讯员 丁帅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发布

到2025年每人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

赵娜不慎丢失滨州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两
张，收据号0002356，金额2889.93
元；收据号 0 0 0 2 3 8 0 ，金额
22518.63元，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

11月9日，据国家卫
健委官网信息，国家卫
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
家疾控局已联合发布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
息化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到2025
年，初步建设形成统一
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
体系，基本实现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与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联通全覆盖。

其中，《规划》提到，
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
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
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
电子健康码。这条内容
引发关注。11月10日，
北京三医智酷医院管理
发展研究院院长魏子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规划》此处所说的
健康码并非为应对疫情
而设置的健康码或行程
码，该健康码其实更像
是一份居民的个人电子
健康档案，设置这样的
健康码也是为了能够利
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更
好地为居民服务，大家
也不必过分担心隐私、
行程泄露等问题。

全网热议：
居民有功能完备电子健康码
有网友担心隐私被泄露

记者注意到，该《规划》对未
来部署了8个方面主要任务，分
别为，集约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
支撑体系；健全全民健康信息化
标准体系；深化“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体系；完善健康医疗大
数据资源要素体系；推进数字健
康融合创新发展体系；拓展基层
信息化保障服务体系；强化卫生
健康统计调查分析应用体系；夯
实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此外，《规划》还提出8项优
先行动：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
动；健康中国建设（行动）支撑行
动；智慧医院建设示范行动；重
点人群智能服务行动；药品供应
保障智慧监测应对行动；数字公
卫能力提升行动；“互联网+中医
药健康服务”行动；数据安全能
力提升行动。

近些年“健康码”这个词已经
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记者梳理
后发现，健康码一词在《规划》中
一共被提及5次。其中在讲述疫
情防控的应急能力全面提升的现
状时，《规划》提到“推进健康码政
策统一和标准一致，实现核酸检
测结果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信息
全国共享，保障群众有序出行，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
展。”在发展目标上，《规划》提出

“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

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
电子健康码”。

此外，《规划》还提到，在“十
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主
要任务方面，推进数字健康融合
创新发展体系、互通共享三年攻
坚行动、数字公卫能力提升行动
的部分中，也提及了健康码问题。
《规划》提到，要“逐步实现电子健
康码、医保结算码、金融支付码等
多码融合”，要“以普及应用居民
电子健康码为抓手，建立居民以
身份证号码为主、其他证件号码
为补充的唯一主索引，推动‘一码
通用’”。此外，《规划》还提及，

“加强健康码标准规范使用，强化
赋码和转码规则规范实施，推进
互通互认、一码通行”。

记者注意到，网友对于“每
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
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
电子健康码”一条尤为关注。有
网友产生疑虑，提出“这个健康
码是不是就是行程码？”“设置这
样的健康码会不会侵犯隐私？”

专家解读：
像是移动电子健康档案
不必过分担心隐私泄露

对于网友提出的种种疑问，
北京三医智酷医院管理发展研
究院院长魏子柠介绍，此健康码
并不是因疫情时搭建的健康码，
更不是行程码，《规划》中的健康
码更像是一份移动的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规划中提到的这个健康

码，更像是一份居民的电子档
案，里面或会包含着每一个人从
出生到死亡阶段的健康信息。
例如疫苗注射、病例信息、家族
遗传病等。”魏子柠说，我们现在
常说的健康码，其实是为了应对
疫情而设置的，可以看到居民有
没有做核酸、是阴性还是阳性、
已经做了几天等信息，《规划》中
所说的健康码功能应该是比（目
前）这个健康码要全面很多的。

魏子柠说，《规划》提到的电
子健康码的设置，可以更好地帮
助医生了解患者的个人健康状
况。“你的既往病史、就诊记录可
能都会在这个健康码中，去看病
的时候医生就能够全面掌握，以
便对患者做出更科学的诊断。”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
卫生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晨光
的观点也和魏子柠的观点类似。
王晨光告诉记者，此《规划》中提
到的这个电子健康码其实是一
份全面的个人健康信息档案，它
是我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来更
好地为居民健康服务的。

“目前还不完全确定这个健
康码所具有的功能，它有可能会
把目前抗击疫情所用的这个健
康码的部分功能包含进去，但这
部分功能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王晨光说，随着时代的发
展，人员的流动性也在增强，如
果有了这样的健康码，就等于每

个人的健康信息都被自己随身携带，例
如，在任何地区出现意外、生病等情况，医
生只要通过这个健康码，就能够了解这个
人的历史健康信息，从而给予最准确的
治疗。

对于有网友担心该健康码会出现个
人信息泄露的情况，两位专家均表示，这
种担忧其实大可不必。“这个健康码日常
是放在个人的手机里，如果不出示给别人
看，包括医生在内应该都是无法随意查询
到的，只有经过本人同意后，在就诊、注射
疫苗等情况下，相关信息才会显示出来。”
魏子柠如是说。

王晨光则表示，大家对个人隐私泄露
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并不用过分
担心。“相关机构在搭建该健康码时，肯定
是需要收集并存储个人健康信息的，但是
这种行为是为了保障居民的健康，而不是
为了侵犯公民的隐私。”

王晨光表示，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是
一个信息化社会，这种健康码的出现也是
必然，这是一种信息的正常使用行为，相
关机构也会在搭建时防止别有用心的人
来恶意侵入，同时法律法规也会对健康码
的使用进行规范。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