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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海金

到市场买菜，消费者只要扫描肉类蔬
菜上的溯源二维码，就能知道所购买肉菜
的产地信息和流通过程。这个肉类蔬菜
流通追溯体系在广东中山市运行近4个
月，效果如何？日前，相关单位以及项目
验收专家组开展了验收工作。

为保证在流通环节中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监控，2010年，国家商务部推出了一
项食品安全工程——全国肉类蔬菜流通
追溯体系建设（追溯体系），分4批在全国
50个城市开展试点。中山市是广东省目
前唯一被商务部、财政部确定为第4批全
国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

建立和运行肉菜可追溯体系，相当
于在流通环节安了一道“安全闸”，其核
心意义是实现食品信息的可追溯。有了
这个追溯体系，消费者在购买肉菜产品
的同时，也就自动获得了与之相关的产
品信息，要想知道其产品是来自什么地
方，属于什么品种，是否经过检验等等，
通过自助查询终端就能了解的一清二
楚，这样就可以使肉菜产品来源可追溯、
去向可查证、监管有依据、责任可追究成
为现实。可以说，肉菜追溯体系不仅提
升了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信任度，同时
也可以让市场主体的责任更加明确，倒
逼生产经营企业更加重视禽肉产品的质
量，消费者的餐桌也会由此变得更为安

全。就中山市而言，现如今，消费者只要
动动手机，就能扫出流通节点肉菜的情
况，再不必为农贸市场的肉菜质量问题
提心吊胆了。

其实，建立食品追溯制度也是法律所
要求的。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
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
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
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一项系统
工程，要使建立起来的可追溯体系真正发
挥作用，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管理，除了经

营者的诚信之外，还必须仰仗监管部门的
监管，这才是食品追溯体系成功与否的关
键。

就追溯体系本身来看，其所承担更多
的，只是“信息记录”的功能，因此，在追溯
体系正式运行之后，相关部门还需在信息
的宽度、深度和准确度方面，进一步加强
全方位、全链条的监管。严格落实各项规
定要求，对不按规定正确标注产品信息的
违规生产者，以及在关键环节上弄虚作
假，提供不实信息欺骗消费者的不良商
家，一经发现，要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
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资格。这既是在保
障食品安全，也是在维护系统权威和公
正。

让食品追溯体系守护“舌尖安全”

遏制食品谣言泛滥需对症下药
□ 吴学安

海南省食药监管局近日透露，尽管前
段时间网上流传的有关“棉花肉松”的视
频已被证实是谣传，但屯昌县两名居民近
日仍然跟风发布屯昌版的“棉花肉松”视
频，分别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3天、罚款
500元。据统计，今年以来，海南有5人因
发布食品安全谣言被行政拘留和罚款。

（据《法制日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
的广泛使用，以微博、微信、论坛为传播载
体的谣言此起彼伏、屡禁不止，成为网络
空间主要的“噪音”之一。特别是和民生

相关的食品药品相关话题，更是成为网络
谣言的重灾区。知微传播分析平台和中
山大学对1000多条社交媒体的谣言样本
进行了分析，发现9成以上的谣言围绕着
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疾病和健康养生。
根据互联网监测发现，80%的谣言持续了
两年以上，有的甚至从2007年就在网络
上传播。尽管有大量相关的辟谣内容，但
是谣言仍然广为传播。

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当前食品安全谣言占各类网络谣言
的45%，位居第一。从大数据分析来看，
谣言具有“6个面孔”，即假借权威、捏造
数据、制造恐慌、嫁接图片、偷换概念、直
击刚需，而这些又是谣言传播常常采用

的手段。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感
性多于理性，有误解和疑惑时，科学权威
的信息发布又不及时、不到位，舆论场就
会被相关谣言迅速填补。因此，面对泛
滥的食品安全谣言，相关部门要及时做
好权威信息发布，自媒体要多理性思考、
少盲目转发，对那些别有用心散布“为家
人请迅速扩散”的谣言制造者要依法惩
处。

生活在信息时代，对信息优劣真伪的
分辨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尽管谣言在任
何年代都存在，但是当谣言遇上了网络，
搭上了微信朋友圈等新出现的网络工具，
它的传播能力就被放大了，自然它所带来
的社会危害也放大了。人们不但要相信

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法律，还要相信
谣言止于责任，也就是止于每个人的社会
责任感。一方面，社会公众的网络素养亟
待提高，转发之前多想想、多查查，看看文
章来源于哪里，证据链条是否充分，是否
有商业营销的目的，往往就能斩断谣言的
传播链条。另一方面，对健康谣言的干预
应该未雨绸缪，权威机构和专家们应增加
主动性，学会掌握新时期的传播媒介，加
强与媒体的交流和沟通，在健康传播中不
能失声。通过权威信息的介入和引导做
好科普，提高公众健康素养，使谣言不攻
自破。如此，才能净化我们的传播环境，
让谣言失去生长的土壤，给公众带来正确
的卫生和健康知识。

“在这个年纪爱上你，不因为你有车
有房，只是那天阳光很好，你穿了白衬衫，
兜里揣着一包辣条。”关于辣条的段子，这
一条最能传达人们的感受，可以说戳在心
里了。

不过，再美好的情感也经不住一盆真
相冷水的浇淋——如果知道当年揣在兜
里的那包辣条出自一家无证黑作坊，各种
添加、各种超标，恐怕那天的阳光就不那
么好，甚至可能会觉得刺眼，整个人都不
好了。

最近有媒体梳理发现，自2015年至
今，全国有15个省份共计131家辣条生
产企业的195批次产品上了食药监部门
的黑名单。这些问题企业中仅有49家
拥有注册商标。而不合格产品中，安赛
蜜、糖精钠、甜蜜素这3种甜味剂出现
了64次，占32.82%。根据国家关于食品
添加剂的规定，糖精钠不能用于调味面
制品。

看到这种情况，不少网友表示要“赶
紧吃包辣条压压惊”。当然，光压惊是不
行的，找到产生让人“惊”的问题的根源，
并将其清除掉，还辣条市场一份清净安
宁，让它真正成为阳光般美好的零食，才

是该正儿八经“赶紧”干的事。
从媒体调查看，辣条市场之乱，最大

的问题在于标准缺失。而尽快出台相关
标准，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就是当务之
急。此前，关于辣条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范
围，各地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出现地方标
准“打架”的情况。比如，按照宁夏的地方
标准，辣条为方便食品，不得添加甜蜜素，
而依据河南省地方标准，辣条执行糕点类
标准，允许限量添加甜蜜素。此外，辣条
产品各地名称不同，添加剂使用的种类以
及用量也有差别，并且检测依据不一，导
致很多产品异地销售得不到认可。安徽
省执行的是膨化食品的标准，而辽宁是按
河南省的地方标准，因此完全一样的产品
在不同省份销售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检测
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媒体曝光辣条市
场存在问题不久，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牵头组织来自食品科研机构、高校及食品
企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相关企业对
辣条产品生产情况进行调研。本次调研
就是为出台新的国家标准做准备。据悉，
调味面制品（即俗称的辣条）国家标准草
稿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而行业标准已经

制定完毕等待公示。这些标准对辣条的
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检测标准等拟作出
规范，其出台有望终结往日没有统一标准
的混乱局面。

当然，标准法规只是提供了规范市场
秩序的依据，具体到如何进行监管，能否
收到最佳成效，则还要看监管部门的智慧
和方法。有人说，既然出问题的多是小作

坊，那么把它们都关掉不就结了？这种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监管逻辑，简单粗
暴，显然不可取。食品安全领域知名学者
朱毅认为，小作坊尽管出了这样那样的问
题，但小的不一定就是坏的，小作坊也可
以成长为龙头企业，做成百年老店，小的
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安全食
品。出问题的小作坊要严查严惩，而合法
有前途的小作坊则要引领帮扶。要知道，
帮出一个良心好作坊，就是消灭一个问题
黑作坊。现在许多地方对小作坊监管不
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给食品
小作坊提出符合实际的要求，抓住原料安
全和添加剂使用规范两个重点，落实进货
检验记录制度、食品添加剂使用备案制
度。这种以严格的制度把小作坊纳入监
管视野，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思路，值
得称道。

爱辣条更爱健康安全，这是必须的。
对于这一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小食
品，国人自然是愿意它越来越好吃，市场
也越来越规范。如果能出现世界级的品
牌企业，其影响力大到人人兜里揣着一包
辣条，这样，自然更是极好的。

(《中国质量报》)

爱辣条更爱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