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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志呼吁倡导：

全民都要树立良好的“公筷意识”

“咱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一直沿用着共餐的习惯，一盘菜你夹我
也夹，有时为了表示热情友好，还为客人夹菜，客人碍于面子也不
得不吃。”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志说，即使有些餐馆提供公筷，不
少人觉得两双筷子换来换去很麻烦，所以公筷也成了摆设。孰不
知，这种用餐习惯会带来很大健康隐患，传播很多疾病。

“在国外，分餐与公筷制已成为日常习惯，也是文明礼仪的
体现。”于德志说，中国人喜欢用个人的筷子夹来夹去，在国外
是没有的，实践证明也是有害公众健康的。这已经成为一个公
共卫生问题，急需我们每一个人提高意识，形成公众共识，来切
实加以改变。

于德志呼吁：全民都要树立良好的“公筷意识”，推行“公筷
行动计划”，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用餐习惯，为了您和他人的健
康，使用公筷，从我做起！

春季传染病多发，省卫计委主任于德志倡导“公筷行动计划”:

健康用餐，使用公筷，从我做起
春季传染病多发，其中不乏来自餐桌上的“口口”传播。亲友相聚，相互间习惯用自己的筷子夹菜，推

杯换盏间便给了各种细菌大量传播的机会。“就餐时不用公筷，已经成了我们餐桌上最大的健康陋习。”3
月17日，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志呼吁倡导：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全社会应该推广“公筷行动计
划”：健康用餐，使用公筷，从我做起！

□陈旭 星级记者 俞宝强

聚餐时你会使用公筷吗？记者调查：

朋友聚餐有时会用，家庭聚会基本不用

最近，身边有不少市民朋友感冒生病，这与
季节有关，但传播途径基本是接触传播，这就不
得不让人提及餐桌上的“口口”传播。3月17日，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就“聚餐时会使用公
筷吗”的话题，经过走访、电话采访等方式，采访
了合肥不少市民与酒店。

“我们酒店每一桌上都至少放一双公筷、一
把公勺，顾客使不使用，得看场合。”合肥新加坡泰
国村酒楼徐小兵经理告诉记者，由于常年的习惯，
朋友聚会使用公筷的比例在逐渐提高，特别是年
轻人群体。但使用率还是不高，尤其是在“酒桌”
上，喝的时间长了，就完全不会顾及公筷与公勺。

“和家人亲戚聚会时，基本不会主动提出加
公筷。”合肥市民陈女士认为，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总觉得不好意思用公筷，尤其是在老人面前。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受访者在家庭式聚
会或和要好的朋友聚餐时，一般不会使用公
筷，甚至连喝汤，都会用各自的小勺子。只
有与不是特别熟的朋友聚餐时，会考虑使用

公筷，但也不会主动提出，有就用。

安医大一附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博导孔德润：

不分餐，筷子就可能成为病菌传播媒介

使不使用公筷，与疾病到底有没有联系？
对此，记者采访了安医大一附院消化内科主任
医师、博导孔德润教授。

孔德润教授认为，许多疾病可以通过“病
从口入”感染健康人体，最常见的就是使用筷
子，就餐者的口腔和唾液直接接触筷子，大家
在一个盘子里夹菜，有时还互相夹菜，容易产
生细菌的交叉感染。比如，会增加幽门螺杆菌
的传播风险，这也可能就是我国人群幽门螺杆
菌感染率高达50%～80%的主要原因。

据孔德润教授介绍，早在1994年，世界卫
生组织已将幽门螺杆菌列为引起胃癌的第 1
类（肯定）致癌原，而胃癌病死率在我国位居恶
性肿瘤之首，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欧美
人由于习惯分餐制，所以该菌的感染率明显低
于中国人。“还有，冬春季节高发的手足口病，
传播途径多为感染者的鼻、咽分泌物或粪便。
6 岁以下孩子免疫功能低下，更易因共用碗筷
导致病毒交叉感染，所以在幼儿园时应尽量餐
具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