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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检测标准须尽快出台
“深圳大学食堂被指检出

地沟油”事件余波未平，深圳建
和油品检测有限公司日前又被
指“无国家认定的食品检测资
质”。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1
月 4日称，此事目前还在调查
中，建和油品检测公司方面则
表示不回应。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卫
生与否，更是民生的头等大
事。地沟油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早已众人皆知。如果一家餐馆
被曝使用地沟油，那么对它的
生意可谓是致命打击；而如果
一所大学的食堂被曝检出地沟
油，则更不得了。也因此，该类
检测及曝光，一定要慎之又慎。

怎么做才叫慎之又慎呢？

一是检测机构必须合法权威，
检测手段必须科学规范，必要
的或基本的检测过程和数据必
须公开公示。二是报道必须遵
循基本的新闻规范，信源要多
元并可以相互印证，同时要有
质疑和实证精神，尽量呈现各
方观点和诉求。

前段时间，有媒体披露了
一个网传的检测结果，涉及深
圳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研院
等院校的20余个食堂，其中深
圳大学8个食堂及香港理工大
学深研院 1个食堂结果均为

“检出地沟油”。但中国粮油学
会油脂分会之后称，经反复查
询，没有看到建和油品检测公
司具有国家认定的食品检测资

质。而建和油品检测公司方面
并未表明使用了何种方式检
测，只是声称签了“保密协议”
不方便透露，也未回应是否具
有资质这一问题。

建和油品检测公司是否具
有国家认定的食品检测资质？
没有国家认定的食品检测资
质，能否进行油品检测的相关
研究？在舆论的发酵中，一些
人抛出这两个问题。其实，甭
管建和油品检测公司有没有国
家认定的食品检测资质，它都
有权进行相关的研究；但是研
究归研究，对外发布（或者说泄
露）所谓检测结果，就是另外一
回事了。有关地沟油方面的研
究，当然不能闭门造车，肯定要

采样检测分析试验；只不过那
些分析试验的结果，并不能写
入实际检测报告中，作为权威
信息加以披露。

以上这些均为常识，但总
是很难被人正视和尊重。具体
到“深圳大学食堂被指检出地
沟油”事件，要弄清楚此事的来
龙去脉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其
中也许存在着“难言之隐”，让
当事各方欲说还休。深大、建
和公司、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
会等多个涉事方犹抱琵琶、各
执一词，只留公众在信息迷雾
中一团迷糊。

地沟油的检测其实难度不
小。早在2011年9月，原卫生部
就公开征集过“地沟油”检测方

法，但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5
月，该部组建了包括油脂加工、
食品安全、卫生检验、化学分析
等领域权威专家和相关机构在
内的检验方法论证专家组，通过
盲样测试等方式对征集到的方
法进行了科学论证。但尽管这
样，此前此后仍出现过多起地沟
油“洗白”逃过检测的例子。

当前，相关部门需要攻克
难关，尽快拿出科学权威的地
沟油有效检测办法。如果办法
都不灵，标准都不一，你又如何
认定哪些机构具有地沟油检测
资质，哪些没有呢？而目前那
些被授予了资质的机构，其检
测结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必
将大打折扣。 （朱达志）

中国政府在积极改善贫困地区
学生营养状况方面取得的进展让世
界瞩目。自2011年国家推出“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简称“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已有29个省
份超过3360万学生从中受益，其人数
是联合国同期在全球资助的62个国
家 1700万享受同类计划学生的一
倍。（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仅仅填
饱了孩子的肚子，更是提高全民族素
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营
养餐被“稀释”的问题。

不得不提，很多学生不良的饮食
习惯也与营养餐不规范有关。比如，
学校总是用“零食”代替正餐，培养了
学生吃零食的习惯，久而久之，学生
的身体发育必然受到影响。一些孩
子吃着辣条，嚼着馒头，怎么可能茁
壮成长呢？一些孩子吃着方便面，喝
着饮料，怎么可能培养健康的饮食习
惯呢？

国家的惠民工程，怎么好的经就
让念“歪”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实际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对于国家
来说，限于人力等因素，采取了全国
统筹和地方灵活实施的原则，也意味
着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充当着

“操盘手”的角色。这里面的操作空
间就有了，监管就会被挤压。 “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要想不走样、不变
形，国家亟须出台相应的标准，并且
要快。比如严格规定营养午餐在蛋
白质、脂肪、糖类的配比是多少，不同
地域可以具体食物种类不一样，但是
基本的配比不能变；学生营养午餐的
种类有多少种，也需要有相应的安排
与设计。另外，随着物价水平的上
涨，是不是可以适当调高营养午餐的
补贴，值得考虑。

因此，“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地
少不了国家标准的“兜底”和诸多制
度的配套，离不开每个经办人的付出
与努力。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管
理力度，保证营养改善计划中的资金
落到实处。也需要学生、家长和社会
及时动起来，对学校食堂、配餐标准
等进行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更要对
那些从学生嘴里捞取好处的不法之
徒及时曝光，依法追究责任，严加惩
处。 （齐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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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各国多管齐下 严控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着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为了保证送到公众手上的每一份食品的安全，各国纷纷从
立法、监管、惩处等多方面入手，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英国：
现代食品安全立法的先行者

英国是近代以来较早关注食
品安全的国家之一，早在1860年
就出台了《食品与饮料掺假法》。
从1984年开始，英国分别制定了
《食品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
法》和《食品卫生法》等多项食品安
全法律，同时还出台了很多专门法
规，如《甜品规定》《食品标签规定》
《肉类制品规定》《饲料卫生规定》
和《食品添加剂规定》等。这些法
律法规涵盖了所有食品类别，涉及
从农田到餐桌整条食物链的各个
环节，为食品安全监管制定了非常
具体的法律标准。

2000年，英国成立了食品标准
局。该机构是不隶属于任何政府
部门的独立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
全总体事务及制定各种标准，实行
卫生大臣负责制，每年向国会提交
年度报告。

英国对存在问题的食品严格
执行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监管
机关如发现食品存在问题，可以通
过电脑记录很快查找出食品的来
源。

美国：
《食品法典》为食品安全制定
完善标准

美国保障食品安全的主要法
规是由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的《食
品法典》，该法典每4年修订更新
一版，最近一次更新是2013年，是
较为完善的保障零售行业食品安
全的法规标准。

美国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处

罚严厉。2008至2009年间，美国
一家花生食品处理厂发生沙门氏
菌污染，造成9名消费者死亡，至
少714人患病。这一污染事件引
发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食品
召回事件。

2009年，涉事企业永久停止生
产并申请破产保护。经过数年刑
事调查和法律程序，2014年，这家
企业的老板被法院判决包括欺诈
和妨碍司法等71项罪名成立，判
处28年有期徒刑，成为美国食品
安全案件中最为严厉的处罚。

新西兰：
从业人员自己制定安全计划

为落实2016年正式生效的新
食品法案，新西兰政府从“能达到
的小目标”做起，帮助食品从业人
员制定《食品控制计划》。

新西兰第一产业部在网站上
提供了各类详尽细致的模板，能够
满足绝大多数饭店、咖啡馆、零售
机构的需要。店主们可以直接拿
来，制定计划，如果有特别需要，计
划也可“自定义”。

《食品控制计划》模板的“基本
包”包含诸多内容。店主们要在计
划书中详细提供店面地点、设备、
人员等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操作
程序，比如如何清洁、维护设备。
此外，店主还要回答一些具体的问
题，比如工作人员生病了怎么办，
如何监控雇员的健康状况，如何检
查操作食品者的个人卫生等。

店家或企业制定《食品控制计
划》后，要根据经营区域进行备
案。对于餐饮等食品安全风险较
高的店家，检查人员一般每18个
月会前往店内巡查，并提供评估和
建议。

新加坡：
实施严格安全标准和认证制度

新加坡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
管非常严格，有明确的法规规范食
品生产、加工、进口和批发等具体
环节，实施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认证
制度。

同时，新加坡也以严格的执法
确保法规、标准落到实处。如果食
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存在隐患的整
批食品都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将
被销毁。

2016年8月，新加坡农粮与兽
医局发布公告，要求在当地掀起抢
购热潮的“纯萃?喝”奶茶下架，理
由是这款由台湾比菲多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奶茶含有未经农
粮与兽医局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茶氨酸。

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茶
氨酸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但在新加
坡，茶氨酸不在农粮与兽医局批准
的约500种食品添加剂之列，因此
该局发文要求回收市场上热销的

“纯萃?喝”奶茶。
几个月后，不含茶氨酸的新配

方奶茶于12月31日重新上架销
售。农粮与兽医局就此事件再度
强调，任何在新加坡售卖的食品，
必须遵守新加坡的食品条例，进口
商也必须据条例检查食品的成分。

“纯萃?喝”奶茶下架事件，凸
显了新加坡在食品安全方面监管
及执法的严格程度。

在新加坡农粮与兽医局网站
“食品安全与质量”一栏中，该局强
调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呼吁食品行业、消费者都应重视食
品安全，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
的监管。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