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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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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重在抓好生产环节
□ 郑奋明

多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
成为国人的心病，从三聚氰胺、瘦
肉精、农药残留超标等事件反映
出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及
解决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
性。尽管从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披露、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惩
罚到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但至
今为止，食品安全问题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食品安全问题除了社会的重
视，国家的法律法规监控，还需要
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予
以解决。珠海高栏港平沙镇建立
的珠海首个熟食加工中心，通过
将散落在大街小巷、废弃工厂的
各类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统一
生产和监控，力图从生产源头上
杜绝和防范“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和市民的餐桌，就是一个比较好
的探索。

抓住食品生产的环节，就是
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据有关报
道，广东省有食品小作坊2万多
家，从业人员20万人，显然，
如果光靠食品药品监管局来监管
如此分散和众多的食品小作坊是
完全不可能的，但如果把无数的
小作坊集中起来，并使用先进的
监控信息技术设备，辅之以必要
的规章制度，监管的问题就迎刃
而解。

除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
的重视，政府将食品安全问题作
为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内
容之一，不能把它完全推给市场，
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土地、
资金以及制度的安排。与其他地
方更加市场化的方法不同，高栏
平沙按照自己镇的实际情况，划
拨了土地资源和资金，投入了人
力物力来解决食品安全生产问
题，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责任。

集中起来进行专业化的生
产，除了方便进行监管外，还有利
于各个小作坊打造自己的品牌及
各个作坊之间的技术借鉴和良性
竞争，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里，
行业间自然形成一种相互学习交
流的氛围和比较竞争的心态，有
利于技术进步。

通过打造安全食品品牌，还
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平沙镇熟食
加工中心计划建立的快检室，对
中心加工生产的熟食进行日常化
的检测，比较原来食药监部门每
周进行一两次的抽检频率将大幅
提高，同时中心还计划培养一两
家符合QS食品安全认证的小作
坊企业，通过打造食品安全品牌，
促进他们的产品从目前的农贸市
场走进大型超市、工厂的食堂，扩
大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

食品运输过程也是保证食品
安全的一个环节，特别是熟食。
过去熟食产品分散由各个小作坊

主自己运送，有的生熟混搭，不
能保证食品的卫生和安全，而平
沙用专业化的食品运输车辆，做
到生熟分开，保证了卫生合格的
运输。

尽管珠海在这块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是社会的系统化工程，需要形成
一整套安全的生产、销售、消费体
系，需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支
撑，还需要全社会的监督和配合
以及全民消费意识的提高。

笔者认为，在建设食品安全
体系中，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成
功的治理经验和方法，比如说形
成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
我们的食品生产和消费有法可
依，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性安排
和监管手段。在食品生产中建立
产品溯源机制，一旦发现问题，
可以追究问题的根源以及相关的
索赔。

更重要的是，依托诚信社会

建设的成效，珠海可以建立完善
食品安全的诚信系统，对各个生
产单位的食品安全有历史的记
录，这些诚信体系应当是公开和
可查询的，将企业的信誉与诚信
体系结合起来，与市场推广结合
起来。在一些市场，应当让顾客
了解各个店铺的信用情况，对信
用进行评级，让各个食品的生产
单位与销售和业绩联系起来，才
能更加有力地推动食品的安全生
产，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市场发
展环境和机制，对缺乏食品安全
生产诚信的单位予以严格的惩罚
和退出机制。

笔者相信，通过地方政府和
公众对食品安全生产和消费的持
续不断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完
全可以建立起国家的食品安全体
系，让公众对国家的食品安全更
加有信心。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廖海金

“透明厨房”模式如今已在全国一些地方推广开
来，此模式将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场所
和重要环节通过透明玻璃窗、视频显示、隔断矮墙等
方式展示给消费者，实现食品加工过程的透明化。

毋庸讳言，“透明厨房”的推出有其积极意义。首
先，作为一种保障餐饮安全的新实践，“透明厨房”以实
时直播的方式将食材选择、烹饪加工、剩菜处理、餐具
消毒等所有环节，以及厨房卫生情况、厨师仪表穿着
等，一一呈现给食客，保障其知情权与监督权，让他们
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全；其次，通过“透明厨房”，餐饮
企业既可约束与规范厨房工作人员的行为，又可巧妙
地秀出本企业独特的烹饪文化，赢得更多食客对本企
业的信任。再者，便于执法人员通过远程监控对饭店
进行实时监管，可以有效缓解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诚然，消费者到餐饮服务单位用餐，厨房是最为
关键的一环。“透明厨房”藏不住猫腻，看得见食品安
全，应当在餐饮企业推广，成为标准配置。

不过，这种利用电子设备让厨房透明起来的做
法，只适合在有实力的大中型餐饮企业推广，而大多
数中小餐饮企业要有自己的模式。例如有的小餐饮
厨房利用透明玻璃隔开用餐区与操作间，顾客同样可
以清楚地看到厨房内的情况。因此，应该积极鼓励企
业自主创新，采用不同模式来改善餐饮企业食品安全
和卫生状况。

然而，凡事都不是绝对的。“透明厨房”也不是灵
丹妙药，毕竟，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阳光化，不仅仅是
厨房存在形式的阳光化，“透明厨房”难以解答消费者
担心的所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彻底破解食品
安全困局，既要依靠监管部门敢作为、善作为，对食品
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每一个环节实行阳光监管，
并强化问责处罚力度，更要依靠餐饮企业严格自律、
诚信经营、敢于担当。如此，才能更好地呵护公众“舌
尖上的安全”。

一、背景信息
近日，有媒体报道，不法分子受

利益驱动将“伟哥”主要成分西地那
非掺入玉米粉中，制成大量号称具
有壮阳作用的非法产品。西地那非
是什么？非法添加西地那非有什么
危害？

二、专家观点
（一）西地那非为处方药，须在

医生指导下服用。
西地那非的商品名为“万艾

可”，1998年3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
管局（FDA）批准用于治疗男性勃起
功能障碍（ED）。西地那非作为一种
处方药，还可以用于治疗肺高压与
高山症等，发生过中风、心脏病发
作、低血压、有某些罕见的遗传性眼
病和色素性视网膜炎的患者禁用。
该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使用
西地那非带来的不良反应包括头
痛、潮红、消化不良、鼻塞及视觉异
常等症状；若与硝酸甘油同时服用，
会造成血压叠加下降。因此，在脱
离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西地那

非，会对服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二）食品或保健食品等中添加
西地那非属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
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
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公布。西地那非为处方药，在
食品或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中添加
属于违法行为，必须予以打击。

（三）我国从未批准注册过具有
“改善男性性功能”的保健食品。

凡已批准注册的保健食品宣传
“改善男性性功能”均属虚假宣传。
在我国既往注册的保健食品“抗疲
劳”和“缓解体力疲劳”功能主要针
对体力负荷引起的身体疲劳设置，
与壮阳和性保健功能无关。

三、专家建议
（一）应进一步加大对此类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公众食品安
全。经过前阶段打击保健食品“四
非”专项行动的治理和整顿后，保健
食品的违法添加行为得到明显遏
制，但非保健食品违法添加和掺假
使假问题开始突显，违法行为变得
更加隐蔽，发现和侦破难度加大。
继续保持专项整治高压态势，鼓励
公众积极举报和提供案件线索，形
成社会共治的局面，有利于治理违
法行为。

（二）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提
高消费者对此类非法产品的辨识能
力，拒绝购买这类产品，是堵塞这类
产品非法流通的有效措施。特别要
提醒消费者注意，市场上这类非法
产品常常会冒用某些合法注册保健
食品的批准文号，消费者可以通过
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简单的识别：一
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网站“数据查询”栏目查询经过批准
注册的保健食品名单；二是认真阅
读标签和说明书，特别注意从正规
渠道购买保健食品。

“透明厨房”
只是餐饮安全第一步

>>专家解读之五十二

专家解读非法添加西地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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