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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地区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卫生及护理需求 

调查研究 

侯延丽*, 王  鹏, 牛育鸿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西安  710100) 

摘  要: 目的  提高农村地区居民食品安全卫生意识，满足居民的护理需求, 保障居民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

方法  以榆林地区的 50 个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访谈对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了解

食品安全法规的程度、食品消费行为、关注食品安全卫生的程度、获取食品安全卫士知识的渠道及护理需求

进行调查。结果  大多数居民对食品卫生安全的认知态度较好, 对相关法规的了解程度较高; 农贸市场的消费

人数占比较大, 关注食品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的人数占比较大; 对食品卫生监管的满意度一般，对护理人才和护

理知识需求较强。结论  当地农村居民的整体食品安全卫生认识度不高, 需要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和提高监

管力度、加大护理人力投入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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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demand of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of rural 
residents in Yulin prefecture 

HOU Yan-Li*, WANG Peng, NIU Yu-Hong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Yan’an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food safety and satisfy the residents of the nursing needs and 

hygiene of the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residents' di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Methods  This study took Yulin fifty familie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and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bined with group interview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gnitive attitude 

towards food safety, understanding of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 attention 

degree about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and way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of rural 

residents.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rural residents had a good cognitive attitude about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and a hig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residents tended to buy 

food in the farmers' markets and put more focus on food shelf life and production date. The surveyed residents had 

a general satisfaction about food hygiene regulation and a strong demand for nursing talent and for nursing 

knowledge. Conclusion  The cognition degree for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of rural residents is low, and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by increasing effort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improving nursing 

manpower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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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我国农

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在网络等媒体普及的今天, 

一系列因食品安全卫生不达标而引发的疾病或其他问

题更加快速、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农村居民对食品

安全卫生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因此, 明确现阶段农

村居民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态度以及现有知识很有必要 , 

以便能够结合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解决对策[1]。 

2  调查对象和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榆林地区为例, 从榆林地区的 156个乡镇中

随机选择了 4 个行政村, 这 4 个行政村的整体经济水平处

于中等状态, 个体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再从每个

行政村中随机选择 50个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2.2  调查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 同时结合小组访谈的形

式, 借助文献中的资料对相应的信息进行进一步补充[2]。

问卷调查结束时, 总共回收了 190份问卷, 其中 160份为有

效问卷。本次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如表 1 所示, 主要针对

榆林地区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了解食品安全

法规的程度、食品消费行为、关注食品安全卫生的程度[3]

及获取食品安全卫生知识和护理需求的途径等几方面展开

调查。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基本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60份,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

信息如表 2 所示。从表 2 中可知, 被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

较为均匀。年龄分布中占比最大的为 26~45 岁; 从学历情

况来看, 52%的被调查对象为初中文凭; 就职业情况而言, 

家庭务家人员占比最大 , 为 44%; 就年收入而言 , 处于

1500元以下的人数最多, 其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 38%。 

3.2  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和对相关法规的了

解程度 

该部分的问卷调查选项如表 1 所示。选择“对食品卫

生安全知识的关注程度”的 4 个选项的居民分别为 80%、

12%、6%、2%。可以看出, 榆林地区被调查农村居民对食

品安全卫生知识的关注程度较高, 92%的被调查对象在该

方面知识的获取上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这种现象可能是

由电视、广播及网络等宣传媒介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所表

现出的高度重视引发的[4]。 

在对相关法规的了解程度上, 选择了解“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以及无公害食品之间的区别”的居民比例为15%; 对于转

基因食品, 有近 40%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 对于“Quality 

Safety”标志, 有 90%的被调查居民不知道这一标志的概念和

含义, 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购买食品时没有关注过这一内

容。这表明, 榆林地区被调查农村居民在购买食品的过程中, 

关注食品安全的人相对较少, 这主要是由当地居民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接触到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的机会较少导致的[5]。 
 

 
 

表 1  榆林地区农村居民食品安全卫生需求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 
Table 1  Main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demand of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of rural residents in Yulin prefecture 

问题 答案选项 

对食品卫生安全知识的关注程度 1.希望关注; 2.迫切关注; 3.无所谓; 4.其他 

是否了解有机食品、绿色食品以及无公害食品之间的区别 1.了解; 2.不了解 

是否了解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之间的区别 1.了解; 2.不了解 

是否了解“Quality Safety”标志的含义 1.了解; 2.不了解 

认为负责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部门有哪些 1.卫生部门以及食品药品卫生监督所; 2.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3.公安部门

居民的日常食品消费场所 1.农贸市场; 2.小型超市; 3.其他 

食品选购过程中的关注重点(多选) 1.保质期; 2.价格; 3.产品说明; 4.生产日期 

选择食品时主要担心的问题 
1.瓜果蔬菜的农药残留问题; 2.是否添加违规添加剂问题; 3.病死畜肉问

题;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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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调查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人均收入情况 
Table 2  Gender, age, cultural degree, occupation and income 

per capita of surveyed residents 

 占比(%) 人数(人)

性别 
男 49 79 

女 51 81 

 
 

年龄分布 

低于 18岁 35.6 57 

18~25岁 7.5 12 

26~45岁 31.9 51 

46~60岁 14.4 23 

60岁以上 10.6 1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9 30 

初中 52 80 

高中或中专 20 32 

大专及以上 9 18 

 
职业情况 

家庭务家人员 44 68 

个体户与村干部 22 28 

学生 36 64 

 
收入 

1500元以下 38  

1500~3000元 30  

3000元以上 22  

 
此外, 针对“负责食品安全的主要部门有哪些”这一问

题, 被调查居民选择该问题 3 个答案的比例分别为 75%、

20%和 5%。可见榆林地区被调查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负责部门了解较为准确, 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政府及卫生

部门对食品卫生问题的重视程度较高。 

3.3  居民的消费行为以及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关

注程度 

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关注程度

调查情况如表 3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就居民的食品消

费场所而言, 选择农贸市场、小型超市和其他的人数比例

分别为 40%、30%、30%。原因可能是当地农贸市场能提

供的食品种类较多, 能较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针对选购食品时所关注的重点这一问题, 68%的人选

择了食品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及价格, 29%的人选择了价格

和产品说明, 近 3%的人选择了产品说明和食品价格。表明

此次调查中的农村居民具备了一定的食品安全卫生意识, 

食品选购知识相对较高。 

就被调查居民选择食品时主要担心的问题而言, 选

择 3 种答案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40%、30%和 30%, 这种现

象主要是由当地以往发生瓜果蔬菜农药残留及违规添加剂

添加问题的概率较高引发的。 

3.4  对卫生监管工作的评价及自我保护态度 

居民对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态度与评价调查结果如

表 4 所示。就对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态度与评价而言, 当

地居民对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的工作较为认可; 就提升食品

卫生监管质量的方法而言, 认为增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

的居民数量较多; 而就维权问题来看, 当地居民已经基本

形成了良好的维权意识。 

3.5  相关知识的获取 

居民的食品卫生安全知识获取方式调查情况如表 5所

示。从食品安全卫生知识获取的途径选择偏好来看, 当地

农村居民选择利用电视和报纸书籍获取的人数较多。就获 

 
表 3  被调查居民的食品消费行为及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关注程度 

Table 3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o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of surveyed residents 

问题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占比(%) 

消费场所 

农贸市场 40 

小型超市 30 

其他 30 

选择食品时的关注重点 

保质期、生产日期、价格 68 

食品价格、产品说明 29 

产品说明、价格 3 

 
担心出现的问题 

瓜果蔬菜的农药残留 40 

是否添加违规添加剂 30 

病死畜肉的使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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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居民对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态度与评价 
Table 4  Attitudes and evaluation of residents on food hygiene supervision 

问题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占比(%) 

食品卫生监管工作评价 

一般 52 

满意 29 

不满意 19 

提升食品卫生监管质量的方法 

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45 

加大查处力度 24 

增强惩罚力度 31 

买到劣质食品后的维权方式 

与经营者进行交涉解决 35 

到消费者协会部门投诉 49 

不采取任何措施 16 

 
 
表 5  居民的食品卫生安全知识护理需求获取方式 

Table 5  Method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for food hygiene and 
safety of residents 

调查问题 选项 选择人数占比(%) 

获取途径选择偏好 

电视 38 

广播 33 

报纸与书籍 

护理人员公

益宣讲 

39 

 

60 

 视频 50 

获取知识形式 文字 15 

 图片 35 

 
取相关知识的形式而言, 居民通过视频和图片能够更加快

捷、有效地完成知识的获取。 

4  榆林地区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卫生的需求特

点与应对措施 

4.1  需求特点 

从本次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当前该地区农村居民

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知识与水平并不高, 因此, 要求现阶

段针对食品安全卫生一级护理工作加大相关知识的传播

力度, 以此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对相关方面的重视程

度。同时, 农村居民很多时候都会从食品的价格出发, 更

愿意选择农贸市场以及小型超市选购食品, 而一般而言, 

农贸市场及小型超市等都是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薄弱点, 

因此, 其食品安全卫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 相关部

门应针对目前监管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提升重视程度与

监管力度。针对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主要关注

问题, 即瓜果、蔬菜等的农药残留、违规添加剂的使用以

及病死畜肉问题, 以及现阶段对相关监管工作所表现出

的不满意态度, 提示相应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

大执法力度, 强化监管以满足农村居民在该方面所提出

的护理需求[6,7]。 

4.2  应对措施 

4.2.1  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 需

要强化宣传力度, 因此, 应充分利用广播和电视等媒介实

现相关知识的宣传。具体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 与当地电视台、广播栏目等联合开设与食品安全卫

生知识有关的栏目, 如《优质食品鉴别》、《食品卫生对

身体健康的影响》等[8,9]。第二, 结合榆林地区农村居民的

真实意见, 印制《食品安全与卫生》报纸, 通过报纸的定

期出版提升当地农村居民的食品卫生重视水平。同时, 还

应在农村居民常去的农贸市场、集市等地布置相应的宣传

栏, 传播相关知识。此外, 还可以借助公益宣传片以及文

艺汇演等方式 , 创新知识传播的形式 , 贴近农村居民实

际, 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在乡镇卫生院设置相应的知识

宣传以及咨询窗口, 通过宣传手册等来营造出良好的知

识传播氛围 [10], 并坚持走群众路线 , 针对突发的食品安

全卫生事件 , 做到群防群控 [12], 以此来全面提升农村居

民的食品安全卫生意识, 并丰富其相关知识, 提升农村居

民在该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 

4.2.2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一方面, 应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加大规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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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从源头把关食品质量安全, 针对种植业中的农产品

农药残留问题, 要逐步引导农民实现化肥农药的科学、合

理利用[13], 并要针对养殖业加强治理规范力度, 重点查处

兽药残留以及使用违规药品的问题, 逐步将农产品带上绿

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

队伍的建设力度, 以此来促使相应监管工作得到全面且规

范的落实[14]。在此过程中, 需要对地方政府的监管资源进

行进一步的整合, 完善相应监管力度建设, 明确相应监管

人员的职责, 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体系。在实际开展监

管工作的过程中, 应重点针对农村的集贸市场、屠宰场、

小型超市、餐馆以及从事食品买卖的小商小贩等加大监管

与查处力度[15], 为满足当前农村居民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

所提出的需求奠定基础。 

4.2.3  加强护理人力的投入 

由居民的食品安全知识护理需求的获取方式的调查结

果可以看到，护理人员的公益宣讲的方式是居民比较偏爱

的知识获取方式，其接受率的比例为 60%，远高于广播、

电视、报纸与书籍的获取方式。为了有效地提高居民对于

食品安全知识护理需求的认识的效果，我们需要加强对于

护理员工人数的投入。 

5  结  论 

本研究针对榆林地区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卫生以及

护理需求这一课题展开了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 92%的榆

林地区农村居民表现出积极关注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的倾向; 

认可当地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工作的被调查对象占总人数的

71%。在明确当前农村居民针对食品安全卫生所提出的需

求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 

应从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以及健

全监管队伍这 3方面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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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无损检测技术专题》征稿函 
 
 

食品的品质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无损检测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检测技术, 

在食品品质的变化、流通环节的质量变化等过程中, 可起到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的作用, 其在线检测可实现高

通量样品的食用安全性筛查和品质分级。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食品无损检测技术”专题。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王

静研究员担任专题主编。专题将围绕(1)高光谱图像检测技术、激光拉曼光谱、近红外光谱、X射线图像、荧

光光谱、磁共振成像技术、人工嗅觉与人工味觉的传感器技术等食品无损检测新技术和装备; (2)产品品质、

外观、口感等方面的实用性无损检测技术等或您认为该领域有意义的话题展开讨论。计划在 2017年 2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王静研究员和主编吴永宁研究员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

研究简报均可,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请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

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