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年2月15日 星期六
责编：张伟伟

近日，食品经营者将相继
复工，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仍然严峻。为切断食品销售
环节病毒传播链条，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市
市场监管局组织基层监管力
量，进一步加强食品市场监督
检查，督促指导全市食品销售
经营者落实七项措施，切实做
好复工前后疫情防控和食品安
全工作。

据介绍，这七条措施是：
一是切实做好经营场所清

洁消毒工作。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超市、食杂店等经营
者，开业前要对经营场所进行
全面清洁消毒。开业后，制定
经营场所清洁消毒计划，定期
对经营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对
走廊、电梯、扶手、洗手间、
厕位等重点部位增加清洁消毒
频次；对于直接接触食品的器
具，应定期清洁消毒。建议每
个经营场所原则上只设置一个
入口。

二是做好人员筛查防护。
员工上岗前要做好筛查工作，
确保从业人员疫情期间无疫情
防控重点区域往返记录，无与
重点区域人员或者发病、疑似
病例亲密接触，无发热、咳

嗽、腹泻等不适症状。上岗前
要测体温并洗手消毒，工作期
间必须时刻佩戴口罩。对一切
进入经营场所的人员，必须戴
口罩、测体温。

三是规范散装直接入口食
品销售行为。散装直接入口食
品应使用加盖或非敞开式容器
盛放，容器应洗净、消毒，配
备经清洁消毒合格的售卖工
具。售卖过程中，从业人员应
当戴手套、口罩，使用售卖工
具取拿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劝
阻消费者裸手直接接触散装直
接入口食品。提倡食品销售者
疫情防控期间，采取事先规范
分装方式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
品。

四是严格落实自查评价、
进货查验等食品安全制度。开
业前应开展全面自查，清理过
期和变质食品；全面核查食品
保存条件，重点查看冷藏冷冻
食品保存条件是否符合标签标
识的温度要求，对发现的食品
安全隐患，应全面整改到位。
采购食品时，要严格查验供货
商资质证明文件、合格证明文
件、标签说明书，索取供货商
的销货凭证，不采购来源不
明、过期、腐败变质等食品。

五是严格查验肉类产品检
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销售生
鲜肉类经营者严格查验和留存
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不经
营无法提供合法检验检疫合格
证明文件的肉类产品，严格执
行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的相关规定，不采购、经营野
生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六是严密防范活禽食品
安全风险。存在活禽交易的
市场开办者，要规范建立经
营者档案，要求经营者采用
合适方式公示产地、检疫合
格证明等信息。采购、销售
活禽及禽肉的食品经营者，
要查验、留存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及购货凭证。

七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食品经营
者应要在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的同时，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主动保障购货环境安
全，优先做好米、面、油、
蛋、奶、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
应保障，不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提倡经营者充分利用信息
化手段，利用在线下单统一配
送的方式，配合当地政府做好
疫情防控、食品供应和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 张国强

七项措施 让疫情远离食品销售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吴艳敏

“不畏牺牲，敢于真言，
感天动地谱写新篇。这场战
役啊，没有硝烟，与我们每
个人息息相关……”近日，
一首原创歌曲 《武汉》 在网
上引来不少网友关注，这是
我市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方
文正创作的歌曲。他用歌唱
的方式，给武汉加油，向抗
疫一线的英雄们致敬。2月14
日，记者采访了他。

揪心之余 更多感动

今年 39 岁的方文正是漯
河四高的一名美术老师，疫
情发生后，他基本每天都宅
在家里，盯着电视上的新闻
频道，关注着疫情和全国各
地的抗疫举措。

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
的医务人员纷纷驰援武汉，
爱心人士捐款助力，这让他
深受感动。

“我的爱人是一名儿科医
生，自从疫情开始，我和她
已经很多天没见面了。”方文
正向记者透露，如今，几乎
每天都是他和9岁的儿子一起
待在家。

方文正虽然是一名美术
老师，但他平时爱好广泛，
对 唱 歌 也 很 在 行 。 疫 情 之
下，他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

《武汉》。
“我不是医务人员，不能

上一线，但可以通过自己的
方式，抒发爱国之情，传递
正能量。为武汉加油，为白
衣天使加油！”他说。

于是，他和好友李玲一
起创作了这首歌曲，并自弹
自唱录制了下来。

鼓舞士气 致敬英雄

“这首歌录制好以后，我
第一个发给了我爱人。她已
经好长一段时间没回家了，
她是这首歌第一个听众。”方
文正笑着说道。

近 日 ， 方 文 正 的 歌 曲
《武汉》 被学校制作了链接，
发到了网上，引起不少网友
的转载和点赞。

“ 国 家 有 难 ， 匹 夫 有
责，我想用这首歌向奋战在
抗击疫情一线的英雄致敬，
希 望 能 鼓 舞 大 家 的 士 气 。”
方文正说。

美术老师创作歌曲
致敬抗疫英雄

□见习记者 党梦琦
通 讯 员 王士刚

臧迪楠

“您好，请配合测量一下
体温……” 2 月 13 日，当一
辆私家车驶向临颍县天骄华
城小区疫情防控卡点时，一
位执勤人员熟练地提醒着司
机，而他左胳膊上的一枚孝
章格外醒目。

记者了解到，正在执勤的
是李战永，今年47岁，是临颍
县人武部的一名职工。

“2月 2日，也就是大年初
九，我爸刚刚去世。”李战永
说。谈及此事，李战永的爱人
赵志霞说：“他从大年初二开
始就参加了防疫执勤，每次回
家看看父亲就得走。这一切我
都理解，也很心疼他。”

父亲去世，他坚持丧事简
办。“疫情高发期，禁止人员
聚集。哪怕以后被戳脊梁骨，
也不能干违背政策法纪的事
情。”李战永说。

没有灵棚花车、没有送行
队伍、没有唢呐声声，一场简

单的葬礼便将老人入土为安。
按照农村传统，老人过

世后，子女要守完“头七”
尽孝，但送完父亲最后一程
的第二天，将家里的事情都
托付给妻子后，李战永一大
早毅然返回抗疫一线，擦干
眼泪继续测量体温、劝阻群
众聚集……

“没能在最后好好陪在父
亲身边，很对不起他，也很遗
憾，但我相信父亲一定能够理
解我，支持我的工作。”李战
永说。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这几天麦苗有点发黄，
是不是缺水了？”2 月 14 日，
临颍县种植大户汪文辉直接在
微信群里向市农业种植专家乔
德喜请教起来。

记者在这个名为“种植
大户助生产服务群”的微信
群里看到，里面有来自全市
的 164个种植大户，他们有的
种植的是传统农作物，有的
种植的是大棚蔬菜。群主是
农业专家乔德喜，每天上午 8
点他都准时在群里发布一些
种植技巧、管理经验等。一
些种植大户遇到农业生产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第一时间

就能跟专家线上交流。
“专家给我语音通话，说

我的小麦要适当浇水，一亩地
撒上8公斤左右的尿素。”舞阳
县九龙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魏元告诉记者，有了现在这个
微信群，他们的田间春季管理
变得更方便了。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以
来，市农业农村局动员广大农
业专家主动联系各个县区的种
植大户，先后建立起了“经济
作物种植群”“农业生产服务
群”“中药材种植群”等 53个
专业微信群，每天不定时在群
里发布一些疫情防控注意事
项、农业生产管理常识、蔬菜
栽培技术等专业知识，有的微

信群还帮助一些种植大户及时
发布销售信息。

“目前我市温室蔬菜正处
于旺盛生长和大量采收期，
多层覆盖大棚处于刚定植和
准备定植的时期，露地蔬菜
处于返青期，极易遭受冻害
和寒害。”市蔬菜专家戴大贤
告诉记者，这两天受强冷空
气 和 西 南 暖 湿 气 流 共 同 影
响，他们连夜整理出 《关于
切实做好寒潮天气蔬菜生产
管理工作的通知》，发送到各
个专业微信群里，及时提醒
一线种植大户加强管理，在
当前疫情防控和蔬菜生产保
供关键时期，全力做好灾情
防范应对工作。

丧事过后的坚守

微信群里话生产

2月14日，郾城区龙城镇李湾村草莓产
业园，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草莓。这批刚采摘
下来的新鲜草莓，将通过政府建起的绿色通
道，送往市区农贸市场。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