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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看点扫描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看点扫描

近日，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
称，今年上半年，各地破获食品
安全犯罪案件3500余起，公安
部挂牌督办重大食品安全犯罪
案件80余起，其中涉互联网犯
罪案件占40%以上。

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寄递
物流等渠道实施犯罪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出现，不法分子通过
电商、微商平台发展下线销售有
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问题较为
突出。

“暴利驱动是这些商家铤而
走险的根本原因。”中国服务贸
易协会电子商务委员会执行主
任兼秘书长苏军表示，网络食品
安全问题并非是新的问题，而是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在互联网上
的体现。和实体渠道一样，有交
易就可能产生违法犯罪。

以公安部公布的一批打击
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为例。
比如，安徽安庆破获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犯
罪嫌疑人明知自己未取得食盐
经营许可证，从山东肥城、潍坊
等地化工企业购买工业盐充当
食用盐，依托微信、QQ等聊天
工具和阿里巴巴、淘宝、千牛等
销售平台联系客户，通过快递物
流方式将工业盐及样品寄给安

徽、广西、贵州、河南等地客户，
涉案工业盐800余吨。

再比如，上海金山破获利用
互联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案。犯罪嫌疑人在安徽淮南
设立“黑作坊”，通过在香料中添
加罂粟壳粉末的方式制成“香料
王”（用于制作淮南牛肉汤），并
在网上开设淘宝商铺、微信商
店，通过网络联络支付、快递邮
寄等方式对外销售。

其实，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对
网络食品交易有着严格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
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
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
台服务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
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
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

苏军告诉记者，网络食品
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网络零
售中有些不法小商家利用互联

网虚拟特点任意变化身份，肆
意欺骗消费者，然而，政府各部
门很难联动，同时惩处不严厉
也导致不法商家因为违法成本
低，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铤
而走险。

“再则，国家缺乏反应迅速
的投诉通道，有问题得不到及时
反映，消费者自认倒霉的占绝大多
数，导致不少食品不出现重大问
题，主管部门很难发现。这也是很
大的一个原因。”苏军补充道。

在网络食品安全问题中，微
商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目前
微商市场存在“三无”产品泛滥、
价格虚高、无法维权等现象难以
遏制的情况，监管成难点。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
作组的统计显示，2016年，微商
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已超过3600
亿元，全国微商从业者高达1535
万人，并持续呈高速增长态势。
在微商交易中，食品交易占有一
定比重。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
的数据也显示：2016年，中国网
络消费不满意率排行中，微商以
5.6%的比例居首位，涉及网络投
诉的案件高达29856件。

“微商是个人通过网络社交
平台实施销售，有其天然的隐蔽
性，一旦交易遭受质疑，微商通

过删除好友或更换微信号即可
迅速逃避责任，消费者很难维
权。”苏军对记者分析道，目前，
政府对微商这一业态缺乏相关
法律，监管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而各社交平台对“微商”监管缺
位，没有建立对利用社交媒体进
行商业经营的个人进行资格管
理，导致微商乱象丛生。

在整治网络食品安全问题
上，公安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深化与电商企业、第三方支付平
台等的合作，推动企业查找薄弱
环节、及时堵塞漏洞，并及时为

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提供支持
苏军建议，必须加大打击力

度，让不法商家付出足够的代
价，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平台
应定格处罚，以敦促各大电商平
台及社交网络平台加强对商家
的管理和监督。同时，政府应该
建立面向消费者的、能够快捷反
应的举报通道，让问题得到及时
暴露，要与各大电商平台及社交
网络平台建立联动机制，及时发
现、迅速处理。“要尽量引导消费
者到正规网店购买食品。”

（第一财经）

食品安全犯罪涉互联网的超四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关系全国13亿多人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老百姓
普遍关心的大事。

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延续了“尚德守法、共治共享
食品安全”的主题，坚持德法并
举，动员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食品
安全治理。从大数据促进智慧
监管到新业态监管制度创新，从
线上线下联动科普到完善全程
追溯体系，各地食品安全治理成
果亮点频出，活动现场食安知识
科普氛围浓厚。

食安共治：提高“食
商”，从菜鸟到达人

以“动员一个学生，带动一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为口号，
2017年第三届食品安全科普创
新公益大赛在食品安全宣传周
中正式启动。活动现场，一个

“食安科普小幸运”的游戏把气
氛炒热，一群学生通过掷骰子完
成对应的食安科普挑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食品药品稽查专员李海
锋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中表
示，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一方面
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企业负起主

体责任，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另
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提高食
品安全的科学素养。

据了解，食安科普大赛已于
6月初面向全国开启“食品安全
科学知识竞赛”有奖线上答题，
题库中包括米面、粮油、冷冻食
品、食品安全知识等十多种类别
的数百道题目，采取通关模式为
参赛者设置不同难度的题目。
截至目前，已有约6万人次参与
答题。

在场的科普志愿者向记者
展示了“食安菜鸟赛”的线上答
题活动，参赛者可通过正确回答

“儿童是否不宜喝咖啡”“牛奶和
可乐一起喝会导致结石”等选择
题、判断题，在线上闯关晋级。

参赛者汪佳裕表示，经过这
个比赛，自己从食安菜鸟变成达
人，也慢慢改变着周围同学的生
活氛围和学习状态。当我们走
出校门，回到家庭中，将这种关
注食品安全的态度和相关知识
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家人，最终逐
渐影响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价
值观。

线上美食：“互联网+食
品”加装“安全锁”

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我国
网售食品市场呈爆发式增长，但
线上美食背后，一些线下“黑作
坊”“黑窝点”也随之出现，套证、
借证、假证等证照造假事件时有
发生，增加市场监管难度，几成
老百姓“舌尖上的焦虑”。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
家食品药品稽查专员陈谞在食
品安全宣传周期间举行的第二
届中国“互联网+”食品安全高
峰论坛上介绍说，目前网售食品
安全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假
冒伪劣、以次充好；二是虚假信
息多，由于交易的虚拟性，使监
管更加困难；三是证照缺失，甚
至无证经营，在线上更具有隐蔽
性。

针对以上问题，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正在为
网售食品加装“安全锁”，不断创
新网售食品安全监管举措，完善
监管制度体系。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网
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的出台，“神秘买家”抽检制度被
业界引入，该制度通过抽样人员
以顾客身份买样，记录抽样样品
名称、类别、数量、收货地址、联
系方式等信息，并留存相关票
据。陈谞指出，“神秘买家”抽检

制度有效挤压了商家造假空间，
有助于提高监管抽查震慑作用，
倒逼企业更加重视食品安全，是
网售食品安全监管的一大突破。

按照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的原则，食药监管部门正在与相
关第三方平台加强合作，不断将
监管端口前移。其中，网络餐饮
外卖平台“饿了么”已升级商户
认证体系，通过线上资质审核、
线下实地考察、委托第三方机构
巡检等方式，严把商户准入关
口。“仅2016年，因合规问题未
批准上线的商户就有 24万多
家，占申请总数近30%。”饿了么
CEO张旭豪在会上介绍。

多措并举：各地“舌尖
安全”治理亮点频出

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举
办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成果展中，各地展馆的现场活
动吸引了不少观展群众的注意。

在福建馆安溪展区内，工作
人员正现场演示安溪铁观音的
冲泡流程。“质量安全是安溪茶
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安溪县
县长刘林霜告诉记者，在茶产业
发展过程中，安溪坚持“产出来”
和“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致

力构建从“茶园到茶杯”的茶叶
质量全程保障体系，每一泡安溪
铁观音历经10道传统工序，20
多小时匠心制作，确保老百姓喝
上放心茶、安全茶、健康茶、品位
茶。

浙江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
现场演示了宁波以大数据筛查

“黑窝点”“黑作坊”的方法。据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元刚介绍，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手浙江商安公司开发智
能化网络订餐监控系统，可以以
平均1秒筛查4家商铺的速度发
现外卖商铺存在的证照不一致、
超范围经营、疑似“黑窝点”等八
大问题。

以科普促共治，是甘肃食安
治理的一大亮点。甘肃省食品
药品稽查局主任科员牛清煜介
绍，甘肃省实施城乡居民饮食用
药安全科学素质工程，建立多渠
道、专业化、立体化的科普体系，
着力打通食药科普“最后一公
里”。全省在城乡建立430个食
药科普宣传站，1343个乡镇（街
道）食药监管所将科普宣传列入
日常重点工作。此外，甘肃省市
两级食药检测机构建立科普展
览馆（室），建成食药科普基地20
余个。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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