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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安市一些不法商贩长期收购病死猪销往广东等7
个省市，检验检疫、市场管理等监管环节出现严重漏洞。媒体
曝光此事后，江西省检察机关3天内就开展了对监管部门刑事
责任的追查。

制售病死猪肉并非个别现象，山西、吉林、安徽、广东、福建
等多地检察机关都挂牌督办过涉及病死猪肉的食品大案。此
外，制售假劣牛肉、地沟油、毒粉条、毒胶囊、毒药酒等社会影响
恶劣的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也正在被各地检察机关快查速办。

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缘何边打边抬头？身居办案
一线的检察机关，一直在不断深思总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负责人表示，当前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作案手段更加隐蔽，作案方式日益多样，有的犯罪
活动已经形成了封闭产业链，防范性、保密性强，非内部人员难
以掌握。而且，记者了解到，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基数大，打
击范围比较狭窄。特别是，由于食品药品监管属于行政执法范
畴，有的地方偏重通过行政处罚方式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对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关注不足；还有的地方行政执法机关担心
影响形象，刻意隐瞒食品安全事件，这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不畅，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被降格处理，甚至不
了了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
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须下最大气
力抓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多次要求全国检察机
关集中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最大限度发挥好刑事处罚的效用，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

在此背景下，最高检于今年3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了“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用持续两年的时间
对食品药品犯罪进行彻底打击。

最高检相关业务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反复研究制定了三个
层面的工作方案：一是立足立案监督职能，全面监督行政机关
不移送案件、公安机关不立案两大问题。二是着力监督行政执
法，坚决铲除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背后的“保护伞”，从源头上治
理犯罪。三是通过加大检察机关上级对下级的督查力度，确保
对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准确定性从严打击。

打击那些行政机关不移送、公安机关不立案的食品药品犯
罪漏网之鱼，依据的是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专项行动开
展半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类犯罪案件844件973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类犯罪案件479件618人。

“每一次监督，每一个线索，都来之不易，绝大多数都是检
察官从庞杂的行政违法统计报表当中仔细排查发现的蛛丝马
迹，难度真像是大海捞针。”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立案监督处的检
察官告诉记者，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办成一批案件，靠的
是一股韧劲。

目前，湖北、河南、广东、四川、福建监督移送案件数量在全
国居前五位，占案件总数的47%；河南、湖北、贵州、云南、广西监
督立案案件数量在全国居前五位，占案件总数的56%。

据了解，在进行法律监督过程中，一些办案大省创造了许
多好的经验，如盯紧网络舆情，调动群众举报热情；查阅执法机
关处罚台账，分析研判其中的涉案线索；推动区域执法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拓宽法律监督渠道；强化追踪监督措施，提高诉讼
效率和办案质量。

在加强办案的同时，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部署要求，努力提高检察机关立案
监督水平。

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的监管人员往往就是有毒有害食品流
向市场的幕后黑手。检察机关一方面依托专项行动，从立案监
督的案件中查找藏身于背后的权力“保护伞”；另一方面，及时
介入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调查，依法查处事件背后的失职渎
职等职务犯罪，惩处“害群之马”，促进形成最严格的安全监管
体系。

今年7月至11月，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牵头组成8个督导组，
先后对上海、浙江、内蒙古、福建、四川、青海、广东、重庆、河南等
地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广西、陕西、福建、安徽、重庆等
地也分别对下开展了多次督导检查。

今年3月以来，最高检挂牌督办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
件63起，广州走私冻牛肉案、生产假冒药用氯化钠1000余吨的
重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从日本疫区采购牛肉走私入境并销售17
余吨的特大跨境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等一批大案要
案被广东、上海、四川、安徽等地检察机关挂牌督办。

指导与督办，既是监督，更是支持。上下级检察机关共同
把握办案方向，排除干扰阻力，确保疑难复杂案件一办到底。
全国检察机关以坚定的决心，投身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的责任与使命中，真抓实干，较真碰硬，让检察监督发挥打击食
品药品犯罪的强大威力。

现场
叫外卖被阻 学生步行8分钟取餐

傍晚6点左右，正在寝室忙着写论文的中央财
经大学（沙河校区）学生小李准备点一份外卖，于是
拨通了学校附近某家外卖餐厅的外送电话。但是，
当该店的外卖员得知送餐的地点是中央财经大学
（沙河校区）时，则明确告诉小李，由于“学校有禁
令”，他们“难以送进校园”，只能让小李自己来学校
门口取。

无奈之下，小李只能放下手头的论文，穿戴整
齐，冒着风雪，从宿舍走七八分钟的路程，来到与外
卖员约定的学校西门处。约十分钟后，小李取到了
外卖，便急着往宿舍跑去。“我怕一会儿饭就凉了，”
小李说，“要是外卖能送进学校里来就好了。本来
就是为了方便才叫外卖，现在还要跑到校门口取，
这么冷的天，实在太不方便了。”

调查
目前已有8所高校禁止外卖进校园

记者调查了18所在京高校，发现有8所是禁止
外卖进入校园的——其中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
大学及北京理工大学的规定是：并非禁止所有外卖
入校，而是禁止外卖员骑电动车入校，外卖员送餐
入校只能步行。但考虑到绝大多数餐饮外卖是靠
电动车，这3所高校也可以视为对外卖进校说不。

记者发现，一所高校是否对外卖进校园说不，
与其是央属高校还是市属高校、地理位置等因素都
没有关系，只与其自身的管理方式有关。例如，同
样是位于中心城区闹市地段的北京师范大学和首
都师范大学，前者允许，后者就不允许；身为“邻居”
且都是部属高校的中国矿业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
前者允许，后者不允许。不过也有一个规律可循：
校园面积较大的高校，例如北大、清华、北航等，普
遍是长期允许外卖进校园的。

支持方
食堂饭菜难吃外卖提供更多选择

记者调查了解到，大学生点外卖的高峰时间是
晚上9点以后。因为大学食堂开晚餐的时间通常在
傍晚5点至6点之间，新陈代谢旺盛的大学生到晚

上9点以后常常又饿了，需要吃夜宵。虽然部分大
学食堂提供夜宵服务，但品种毕竟有限；部分市属
高校更是由于体量有限，食堂没有夜宵服务。如果
学校不允许外卖进校园，外卖就只能送到校门口，
等学生自己去取。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近某外卖餐厅的一位外卖
员告诉记者，由于学生点餐数量较多，外卖多的时
候“根本送不过来”。“学校有禁令，我们为了避免麻
烦，也只能让同学们到校门口拿了。”该外卖员说。

对此，一些同学很有意见。北京科技大学的王
同学告诉记者，现在他取外卖比以前走得远，“食堂
的夜宵就那么几样，点外卖除了改善口味，主要是
为了方便快捷，更何况现在天冷，如果要自己到校
门口取，等拿回寝室饭菜早就凉了，这外卖还有什
么意义？”王同学说，“虽然学校的做法也有道理，但
我还是希望外卖可以送进学校里来。”在中央财经
大学沙河校区，虽然食堂有夜宵，但晚上去吃的同
学不多，愿意到校门口取外卖的更少。“这么冷的
天，还不如在寝室吃泡面。”一位大一新生说。

反对方
卫生和安全都是禁外理由

北京语言大学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学校
对外卖的禁令，主要是出于对校内学生人身安全的
考虑。“由于中午或晚上送外卖的时间正好也是学
生上下课高峰期，有些外卖员骑电动车的速度较
快，很容易冲撞学生，学校里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
故，我们也是为了学生安全才采取这样的限制措
施。”

除了校方，一些学生也支持禁止外卖进校园。
记者在百度“学院路”贴吧里找到一个讨论有关“外
卖是否应该进校园”的帖子，发现支持学校对外卖
的禁令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一个支持者一口气举
出五个理由：外卖食品卫生难以保证，容易造成校
园里交通拥堵，外来人员身份检查难，造成学生越
来越懒，外卖餐盒对宿舍卫生的危害大。

在以“吃的好”著称的清华大学，晚上不仅有品
种丰富的食堂夜宵可供选择，外卖也可以送到各宿
舍楼下。不过还是有学生对外卖进校园持反对意
见。“一到晚上学生公寓附近的道路上到处是自行
车，外卖的电动车开起来飞快，在各宿舍楼之间乱
窜，真是很不安全。”一位高年级女生抱怨道。

（中青网）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作 案 方 式 日 益 多 样

最高检京城8所高校

随着各种订餐APP的火爆，外卖餐饮已经延伸到大学
生群体。在学院路等高校扎堆的地方，吃腻了食堂或懒得
出宿舍的在校大学生叫外卖非常普遍。但记者调查了京城
18所知名高校，发现至少8所高校已出台了不允许外卖送
餐到校园内的规定。对于这样的管理规定，在校大学生支
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