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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少农家院处于
城乡接合部或偏远乡村，极易
形成监管盲区。为加强农家院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在市检察
院的安排部署下，宝丰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县区城乡接合部的多家农家
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乡村游、生态游，住农家
院、吃农家菜已成为人们时下

休闲旅游的新时尚，但农家院
因远离城区，易形成监管盲
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食品安
全6S规范化管理规定，检查组
先后来到宝丰县城平宝路、东
环路、为民路等路段，重点对农
家院餐饮经营主体资格、食品
经营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

康证、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清洁
设备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食
品采购索证索票及进货查验记
录、食品储存、加工制作、餐饮
具清洗消毒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检查（上图）。在检查过
程中，检察人员对食品安全管
理比较规范的农家院给予肯定
和鼓励，对个别农家院存在的
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或过期、后

厨操作间地面脏污、食材随意
堆放、冷柜中生熟食材混杂摆
放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经营者立行立改。同时，
向经营者详细讲解了办理有关
证件的流程及需提供的资料，
强调了食品安全相关注意事
项，提醒经营者采购新鲜食材，
遵守验货程序，严格规范经
营。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强化
了农家院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
食品安全意识，督促了农家院
完善消毒设备和防蝇、防尘、防
鼠等基础设施，为食客营造干
净卫生、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宝丰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吴京伟表示，“宝丰县检
察院开展食品药品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活动以来，积极发挥法
律监督职能作用，成功办理了
一批有影响力的食品安全案
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加
强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联系，

通过公益诉讼，提醒、督促、支
持监管部门依法行政，重点关
注高风险食品，如水产品和凉
拌菜的加工和食品留样是否规
范，严厉查处滥用食品添加剂，
采购和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
因不明的禽、畜肉类及其制品
以及劣质过期食品等违法行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玩得开
心、吃得放心。”

（李爱仙 冯俊杰 王璐/文
陶赴京/图）

宝丰县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
对农家院开展专项检查

冬季降临，北方地区逐步
进入供暖季。暖气来了，人们
在享受室内温暖的同时，让人
不爽的“暖气病”也不期而至。

供暖期间，不少人早上醒
来会感到口干舌燥，甚至还会
鼻腔出血，这是由于家里暖气
温度过高、空气干燥造成的。
如果干燥持续时间过长，会使
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减少。再加
上为保暖减少开窗通风，灰尘、
细菌附着在黏膜上，很容易引
发咳嗽、上呼吸道感染、感冒、
哮喘等疾病。

“‘暖气病’其实不是一种
病，不属于医学上的病种，是由

于供暖带来一系列的症状。”北
京市鼓楼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中
医师严利依说。

严利依分析，出现“暖气
病”的原因在于，居民一般紧闭
门窗保暖，空气干燥、不流通。
在这样环境待久了，容易导致
人体免疫功能和抵抗力下降，
出现不同程度的内热和种种不
适感，引发鼻咽干燥、流鼻血、
浑身无力、头晕恶心，出现烦躁
不安、皮肤干紧等症状。

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会
蒸发掉约1000毫升水分，其中
经皮肤挥发 600-700毫升，经
呼吸道挥发300-400毫升。供

暖后，室内干燥，人体丢失的水
分就更多，长时间处于这样的
环境中，心血管、泌尿系统等身
体多个系统都会出现不适应状
况。

暖气来了，“暖气病”如何
预防？严利依把脉“暖气病”，
开出预防方——

◆身体补水

温暖的室内要注意给身体
补水。每天需要饮用 1.5-2升
水，保证人体不缺水。同时可
多吃富含水分的水果，如苹果、
梨、橘子、葡萄等。适当进食温
热性质的食品，如芝麻、萝卜、

番茄、荸荠、豆腐、银耳等。在
中医药膳方面，可以烹调雪梨
羹、百合莲子小米枣粥、山药麦
冬炖燕窝、川贝炖雪梨、玉竹银
耳汤等滋阴润燥的食谱。

◆室内加湿

除了用加湿器、摆放水盆
外，在室内多养些绿色植物，最
好选绿萝、吊兰等，这些植物叶
面蒸腾的水分比较多，既可以
调节室内空气湿度，还可吸附
有害气体。

◆开窗通风

室内温度过高，容易导致

咳嗽、嘴唇干裂等。要控制好
室内温度和湿度，并保持空气
流 通 。 室 温 最 好 在 18℃ 到
22℃之间，湿度保持在 50%-
60%，每天两次至少半小时的
开窗通风。

◆户外锻炼

多到户外参加体育锻炼，
以减少“暖气病”的发生。老年
人和孩子最容易得“暖气病”，
宜在户外进行打太极拳、练八
段锦等养身健体的运动。当
然，也应根据天气情况和个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来合理安排。

（王君平）

供暖季怎样防止“暖气病”？
中医专家开出预防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