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射胶体靠谱吗？

专家表示，其实，给螃蟹注
射各种水状液体都会得不偿
失。螃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生
物，只要是濒临死亡，就不能食
用了，而且吃起来会有异味。因
此，螃蟹都是以活物的形式进行
销售，在市场上也浸泡在水中，
会自主调节体内的水分，强行灌
入液体会改变渗透压而使螃蟹

的脏器受损，导致螃蟹十分钟内
死亡。

另外，注水给螃蟹增加的重
量微乎其微，所以是不会有商家
这么去做的。

胶状的物质是怎么回事？

视频中公蟹内白色黏黏的
透明胶状物质到底是什么？专
家表示，透明胶状物质是蟹膏，
主要为雄性的副性腺及其分泌

物。雄蟹成熟后，副性腺异常发
达，占据生殖系统绝大部分，甚
至将蟹壳顶起。副性腺富含蛋
白、脂类和其他各类营养物质，
营养价值高，且十分美味。

蟹膏是雄蟹精囊的精液与
器官的集合，也是雄蟹强壮与成
熟的标志。蟹膏自然状态为青
白色半透明果冻状液体；蒸熟
后，为半透明、黏黏的还会有点
腻的胶质。蟹膏有河蟹膏和海
蟹膏两种，河蟹膏微甜，海蟹膏

则略腥，含有水、蛋白质、脂肪
酸、维生素等成分。

如何挑选好蟹？

如何来挑选上好的螃蟹？
专家来给大家支招。据介绍，自
然环境生长出来的螃蟹都是生
猛好斗，虽然市场上销售的螃蟹
都已经被五花大绑，但还是可以
逗逗它的钳子和爪子，力量大的
就说明是健康蟹；然后，把螃蟹

举起来，背着光查看蟹壳锯齿状
的顶端，如果是完全不透光的，
说明比较肥满。

螃蟹的壳比较厚实，脐部相
对柔软，只要轻轻捏一下脐部，
如果手感比较厚实，说明膏黄相
对较多。

需要指出的是，不是越大的
螃蟹就越好吃。一般来说，两三
百克重量的螃蟹吃起来口感会
好一些。

（新华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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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专家：螃蟹注胶纯属谣言

只惩不奖不利于
食品安全监管

工业盐勾兑色素造酱油、食品
废料回收做“十三香”……近期,媒
体对天津市独流镇调料造假产业的
曝光,让食品安全问题再次被推上
风口浪尖。

舌尖上的安全大于天。国家向
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并通过
部门改革解决了“九龙治水”的困
境。可食品安全事件为何仍屡见报
端?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对执法人
员只惩不奖的制度短板,降低了执
法人员的积极性和食品安全监管的
成效。

此次的独流镇食品安全事件,
一些人质疑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不
力,认为那里藏着至少四五十家造
假窝点、形成了年产值上亿元规模
的制假贩假产业链,当地监管部门
不可能不知道,却为何放任其发展
了十多年?针对这种质疑,一些食品
安全执法人员的心声,可以帮我们
了解其中的一些端倪。

记者在一线采访时,曾听到不
少执法人员抱怨说:食品安全这一
急、难、险、重的工作,本应是立功升
职的好战场,但现实却是做好了不
奖励,做不好了被追责,成了谁都不
愿意干的苦差事。有些领导不好意
思分派给下属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工
作；普通职员不想学食品知识,怕被
安排到食品线上；已经从事食品监
管工作的人则想离开……

这些抱怨,背后是当前食品安
全监管的制度之弊。诚然,加重对
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者的责任追究,
能促使他们更尽职尽责,这也是工
作侧重点之一。但由于缺乏相应的
激励制度加以平衡,使得在实际工
作中,一些执法人员往往因担心背
责而畏首畏尾,执法成了唯恐避之
而不及的前途冒险。

正如一位执法人员所说:“我去
了,检查出了问题,避免了事故,得不

到任何奖励；没查出问题,但后来又
出事了,我反而会受到追责。不去
没事,去了有事,谁还愿意去?”这名
执法人员坦言,现在有些执法人员
整天不是想着如何强化执法,而是
想着如何逃避责任。记者了解到一
名执法人员,就因为参与了一次药
品安全的执法活动,在无过错的情
况下受到纪律处罚,相当长时间内
无法得到提拔,从此对工作心灰意
冷、丧失热情。

不难想象,如果执法人员心思
不在工作上,食品安全监管注定会
出纰漏。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积
极性,让其回归工作本位,乃是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的当务之急。

加重对执法者的责任追究固然
没错,但要在完善相应的操作规
范、对执法责任进行更加科学分
析和认定的同时,还需建立相应的
奖励机制,针对工作出色的执法人
员设立相应的奖励措施,让多劳者
得其偿,有功者受其赏。

一些执法人员表示,优秀公务
员评选原本可作为一种激励举措,
但当下,该评选有流于形式的倾
向。在一些机关,优秀部门和优秀
公务员“轮流坐庄”成为潜规则,使
得优秀的评选背离了最初的本意,
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奖励端提高执法者
的积极性,除了要打破优秀评选
的潜规则之外,还应进一步拓宽
奖励途径,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财
政资金,以及将执法效果切实纳入
晋升考核体系等措施,让执法者在
其位谋其政,发挥出更积极的工作
能动性。当前,一些地区已经在进
行物质奖励等各种尝试,并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予
以改观,仍需要有更科学、系统的
制度设计。

（韩振 程千懿）

别让微信绑架了父母的餐桌

前年开始，原来很少用
手机的老爷子，学会了用智
能手机，迷上了微信，结果
吃嘛都不放心了。

蒸几个螃蟹，老人掰开
后对着肥美的膏盯半天，
看看是不是注胶的；给孩
子买点草莓尝尝鲜，老爷子
赶快拦住，“草莓不能吃，打
药太多、致癌”；买了几盒腐
竹，一直扔在那，“腐竹是硫
磺熏的、不能吃”；外面买
的油条不能吃，“加了明
矾”……

这些事例有的来源于
媒体的报道，更多来源于微
信里转的小视频。每次解
释半天，老爷子拿出微信，
放一段视频：“你看，微信里
都这么说了。”和朋友交流，
发现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相较于年轻人，移动互联网
时代，老年人的食品安全焦
虑更容易增加。

分析这些焦虑的案例，
有的确实存在，但已经打掉
整顿；有很多压根儿就是以
讹传讹，媒体也多次求证辟
谣过，可为啥老年人的食品
安全焦虑在加重？

目前，通过微信等自媒
体传播的食品安全视频，基
本上都存在监管真空：反映
的是食品安全的内容，走的
是网络视频的新形式，属于
监管的交叉地带，也是模糊
地带。

网络是放大器、放大
镜。这些视频很多是以偏
概全、以点带面，一棵葱说
全行业。面对数不清的小
作坊，食品管理部门监管再
严，一针捅破天，好事不出
门、坏事传千里，一万个守
法商家不如一个不良商家
的黑心菜、黑心棉传得快，
这是传播规律使然。

还有一类，压根儿子虚

乌有。一些微信公众号为
赚粉丝，编造一些没有事发
地、没有时间表的假视频，
博取眼球。可很多对于视
频一窍不通的老年人没有
这个辨别能力。

对于这些视频不可一
笑了之，其影响力很容易从
网上传到网下。对于一些
流传甚广的食品安全视频，
食品监管部门有必要和网
信部门一起配合，查找源
头。如属实，当依法依规查
处；如失实，也应该以合适
方式，向公众澄清，以正视
听，网信部门则可依法对传
播的自媒体进行查处。

同时，食品监管部门和
主流媒体，也应丰富手段，
拓展阵地，加强科普，尽快
把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通
过新的技术手段，送给更多
的人，送给咱爸妈。

（鲁平）

最近一则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个男子买了6只公蟹，煮好掰开后，看到里面都有透明胶状物质，男子称这是黑心
商贩注的胶。人们还能好好吃蟹吗？新华网就此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乐、农业部
水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无锡)研究员陈家长两位专家求证了三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