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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棠梨花、金雀花、臭菜、棕包、
茉莉花、水蕨菜……昆明野菜陆续上
市，不少喜欢吃野菜的市民对其食用方
法也各不相同。野菜虽好吃，中毒事件
并不罕见。为有效遏制、防范食用野菜
中毒事件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昆明市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21
年预防食用野菜中毒预警》。劝诫市民
不要随意采食、出售、购买不熟悉或难
以识别的野菜。

3月 24日，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发布
《2021年五华区小学一年级现场信息确
认指南及入学温馨提示》，公布了2021年
本地适龄儿童以及随迁子女小学一年级
入学现场信息确认需准备的材料。同时，
五华区教育体育局于4月10日—14日、5
月16日—18日在新闻路262号大院内设
有一年级招生现场咨询服务点，家长有疑
问可前往咨询或电话咨询，咨询电话为
18860701076。

本地户籍适龄儿童现场信息确认
需要准备的材料

1.打印的《昆明市主城户籍适龄儿童
小学一年级入学预登记信息采集表》。

2.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册
（如孩子与监护人不在同一户口册上，需
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

3.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
明；若适龄儿童及其父母无房，请出具一家
三口在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开具的无房证
明（开具证明时间为：3月底－4月初）。

4.适龄儿童的《预防接种证》或《预防
接种完成证明》；适龄儿童的半寸彩色近
照3张。

5.如果孩子已经超过法定入学年龄
且未入学的，须提交孩子户籍地教育行政
部门开具的《缓学证明》。

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现场信息确认
需要准备的材料

1.打印的《昆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小学一年级入学预登记信息采集
表》。

2.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册
（如孩子与监护人不在同一户口册上，需
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

3.提供在五华区的家庭实际居住证明。
4.法定监护人在五华区居住地派出

所办理的《云南省居住证》或派出所开具
的《暂住登记证明》（证件必须在2021年2
月28日前办理，且在有效期内）。

5.法定监护人在昆务工证明（劳动合
同、营业执照、工作证明等其中一种）。

6.适龄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意在昆明市
五华区就读证明（即《就学联系函》）。

7.适龄儿童的《预防接种证》或《预防
接种完成证明》；适龄儿童的半寸彩色近
照3张。

8.如果孩子已经超过法定入学年龄
且未入学的，须提交孩子户籍地教育行政
部门开具的《缓学证明》。

材料除照片和缓学证明提供原件，其
他材料须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本报记者 李思家

外卖配送过程中有没有被二次污染？看一
下封签便知。记者从24日举行的昆明市盘龙
区爱国卫生“净餐馆”专项行动“安心盘龙，放心
美食”食安封签投放仪式上获悉，昆明已投放
50万份食安封签。

盘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此次
投放仪式后，辖区所有外卖企业必须使用食安封
签，不允许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拆封，如消费者发
现封签损坏，可拒绝接收外卖。他介绍，盘龙区
是昆明市首个投放食安封签的区（县），目前共投
放50万份，随后还将在其他区（县）推广使用。

美团外卖方面表示，食安封签采用一次性特
殊材料制作，黄底标签上印有“拒野味禁浪费”“无
接触安心送”字样，免费提供给美团外卖商户。由
网络餐饮商户在餐食打包时贴上，如果被撕毁，将
会留下痕迹，消费者可凭封签确认餐食在配送过
程中是否完好无损。 本报记者 张勇 摄影报道

昆明发布2021年预防食用野菜中毒预警

禁止学校食堂
加工烹饪食用野菜

小学一年级入学
现场确认
要这些材料
五华区发布指南

《预警》指出，不要盲目迷信某些野菜的“养
生”“药用”“治疗”功效。有些野菜具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或本身就是中药材，食用后会有类似
药物的作用，所以应注重食物多样性和膳食平
衡，不宜多吃或单一类型大量食用。比如：车前
草食用过量可能引起抽搐，蒲公英、鱼腥草食用
过量可能引起胃寒者胃痛，马齿菜食用过量可

能引起低血糖症状。
很多野菜具有毒性，并且容易混在可食用

的野菜中。不随意采食、出售、购买不熟悉或难
以识别、来源不明、异味很重、已霉烂、生长在喷
洒农药、施以化肥的庄稼地里的野菜。同时不
生食野菜，食用野菜需要经浸泡、蒸煮、烹调等
方式处理后再进行食用。

市民 不要盲目迷信野菜“养生”功效

食用野菜后出现皮
肤瘙痒、过敏、胸闷、呕
吐、腹胀腹泻，或是口吐
白沫、呼吸困难等中毒
症状，应立即到附近医
院就诊。哺乳期妇女出
现上述症状，应暂停哺
乳，以保护婴儿健康。

中毒有这些症状

1.如意识清醒，可让
病 人 饮 浓 茶 或 微 温 开
水，然后用筷子刺激咽
喉部，促使呕吐。如此
喝水、吐出，反复多次。

2. 呕吐、腹泻严重
者，要多饮水并补充电
解质（药店出售的腹泻
的口服补盐液即可）。

3. 在自行救治的同
时以最快的速度送病人
到医院抢救，避免耽误
最佳治疗时间。

本报记者 罗宗伟

不慎中毒这样做
针对餐饮经营单位，《预警》要求严把野

菜采购关，严格加工，留样备查。广大消费者
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就餐前应学会看“脸”
吃饭，即选择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评
定等级较高的饭店用餐，并在服务员的指导
下食用野菜。

野菜生产经营者应严把原料关，严禁生产

经营有毒有害来源不明的野菜，同时应保证原
料新鲜安全，采用合理的贮藏条件、加工及烹调
工艺。野菜生产企业应保证产品符合相关食品
安全标准要求并出厂检验合格。

同时，各类学校食堂、集体食堂、农村客堂
及婚丧宴请、大型会议等群体聚餐禁止加工烹
饪食用野菜，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餐饮经营单位 严把野菜采购加工关且要留样备查

《预警》指出，消费者如果是在外就餐食用野
菜后出现中毒症状，应尽快就医，除保留病历和
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外，还应及时拨打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15。医疗机构要做好食
物中毒应急救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积极抢救中
毒病人的同时，应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市
场监管部门报告，卫生健康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要及时报告当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预警》明确，各级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立即严肃查处。卫生健康部门要开通“绿色通
道”，做好中毒救治的人员、物资等保障工作，及时
救治病人。各级、各部门要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防范，及时处理各类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案件，加
强信息沟通与协作，广泛宣传预防野菜中毒知识，
严防食物中毒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相关部门 要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防范

昆明已投放50万份食安封签

封签破损 可拒收外卖

野菜味虽美，食用需谨慎。 本报记者 李春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