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舌尖上的烦恼”如何不再来？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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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国民食安治理新坐标
从“网络外卖”到“放心肉

菜”，随着国民消费理念日益升
级，老百姓对美食的要求不断提
高，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对老百
姓来说是“天大的事”，食品产业
中的每一个环节，也成为老百姓
关注的焦点。

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让“寻找笑脸就餐”成为消
费时尚、用“明厨亮灶”把食品
安全“亮”出来……近年来，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严把从农田到
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对违法违
规行为零容忍、出快手、下重
拳，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把好关、守好门。

平台把关：
网络外卖新规即将出台

中国烹饪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去年全国餐饮收入3.58万亿
元，其中网络订餐市场规模达
3579亿元，占比约10％。巨大
的市场规模给监管带来挑战的
同时，“黑作坊”“苍蝇馆”等网络
餐饮乱象也给外卖食客带来“舌
尖上的烦恼”。

据业内人士透露，“黑作坊”
“苍蝇馆”频现，源头在线下，根
子在平台。治理网络订餐乱象，
还需第三方平台做好“把关人”

角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局长毕井泉此前强调，要严
格落实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责任，确保网上展示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真实，这就是确保线下
生产经营者必须是实体店，而不
是“黑作坊”；要确保送餐过程食
物不被污染，因为送餐的物流公
司是第三方平台挑选指定的；要
确保对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得到
及时处理，因为消费者是在第三
方平台上订餐并结算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此前公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监
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
定：“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
的，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并依法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专家就此
表示，“绑定实体店”的规定将在
网络餐饮食品生产的源头端竖
起一道“高压线”。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食监二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将抓紧出台《网络餐饮服务
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网络第三
方服务平台、入网餐饮服务单
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各自的食
品安全责任和义务，规范网络餐
饮服务经营行为，防控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

权益。

后厨直播：
跨省举报背后的“透明食安”

近期，一则山东网友跨省举
报一家江苏餐馆的消息引起业
界热议。根据这位网友在网上
曝光的监控视频，画面中3个身
穿厨师服的人疑似做出不戴口
罩、用手拿东西吃、配餐期间玩
手机等不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的行为。据了解，
这家店是位于江苏淮安的一家
全聚德加盟店。全聚德公司已
责令其立即停业整顿。

为何山东网友能够跨省举
报？原来，淮安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推出“食品安全＋互联
网”透明共治体系，设立“淮安透
明食药监”网络平台，该平台将

“明厨亮灶”的视频全部接入网
络，对社会开放，接受社会监
督。于是就有山东网友“跨省举
报”疑似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餐厅
从业人员行为。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副主任钟凯就此表示，在监
管过程中，并不是每个餐馆每分
每秒都要有监管人员盯着，但无
数消费者随时可能变身监管者，
参与食安社会共治，这就是“明

厨亮灶”“透明食安”的魅力所
在。

“虽然‘明厨亮灶’不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但这将成
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
的重要途径，也将成为对食品生
产经营违法行为的重要威慑手
段。”钟凯说。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各
地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
务单位达90.26万户，较2015年
同期增长115％，增加了48.37万
户；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
务单位占持证餐饮服务单位总
数的27.5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食监二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实
施“明厨亮灶”，充分发挥消费者
的社会监督作用，延伸了监管触
角，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针对性
和靶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对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的全
天候监管，有效弥补了监管队伍
的人员不足。

全链条追溯：
扫码扫出一盒榴莲的“前世今生”

扫条码、查产地、看日期
……在山西太原的52家美特好
超市里，“潜伏”着60多台食品
安全追溯查询机，让前来购物的

老百姓直赞“买得安全又放心”。
“我是这台机器的‘常客’

了。”家住太原市兴华街的李楠
楠告诉记者，不管是购买肉、
菜、水果等生鲜，还是挑选普通
商品，她都习惯在超市追溯机上
查一查。记者体验发现，拿起一
盒榴莲，将条码对准扫描区，系
统就弹出这盒榴莲的信息：“由
清徐县农产品基地供应”“7月
14日生产”“保质期5天”，附上
的“农产品源批次证明”清晰显
示出这盒榴莲是从北京新发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购入——了解
整个产品链条，只用了不到1分
钟。

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管局食
品流通处处长黄登宇就此表示，
该系统投入使用后，不仅可以简
化繁琐的票据留存管理，还可实
现“从农田到餐桌”“从工厂到餐
桌”的质量管理动态管控，为“舌
尖安全”保驾护航。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
今年食品安全工作重点之一，也
是《“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
划》的重要目标。据了解，目前
全国已有30个省份结合本地工
作实际，安排部署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创建活动，促进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 （新华网）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
关注也在日益增强。历经20多
年，保健食品产业已发展成为中
国健康产业的支柱，其巨大市场
潜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
的目光。

在日前由中国营养保健食
品协会联合中国营养学会在北
京主办的2017中国保健食品行
业会议上，发起了“良心生产经
营，服务健康中国”中国保健食
品行业的自律发展倡议。此举
也再次提醒行业要对夸大宣传、
违规营销、违法添加等困扰行业
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予以高度
重视。

记者调查发现，保健食品市
场上的乱象屡见不鲜。不少保
健品公司打亲情牌，用虚假、夸
大的营销方式忽悠消费者购买
产品。这无疑成为行业发展的
绊脚石。

政策明朗市场巨大

我国的保健食品发展于20
世纪80年代，2005年至今，整个
行业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
据悉，2003年保健食品行业产值
为 300亿元，2014年达 1858亿
元。根据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
会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
底，共批准了约16000个保健食
品的注册号，2500多家企业，产
值将近4000亿元，从业人员约
600多万人。除了正式批准的产

品，现实中还有很多打着保健名
义生产的非正规“保健食品”。

在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行
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保健食品
的安全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整个
产业快速良性发展，特别是2015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保
健食品纳入特殊食品实行严格
监督管理，同时开启了注册和备
案双轨制管理模式。2016年7
月1日正式施行的《保健食品注
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中对保健食
品进行严格定义。经过国家注
册批准的保健食品，将获得批准
文号并在外包装上印有天蓝色
专用标记，俗称“蓝帽子”。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保健食
品监督抽检总体样品合格率为
98.1%，比2015年、2014年分别
提高1.6和4.2个百分点。

据了解，目前中国保健食品
的市场渗透率还不到10%，而美
国保健食品及膳食补充剂的市
场渗透率已近80%。因此中国
保健食品的市场想象空间很
大。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徐华锋认为，随着“十三
五”规划的正式落地，“健康中
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保健食
品行业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政策明朗，市场巨大。

行业痼疾待破除

在保健食品安全总体保持
稳中向好的情况下，行业痼疾仍

存。“突出表现在仍有部分企业
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和进口保健
食品，利用网络、会议、电话、电
视等进行虚假夸大宣传、违法营
销、欺诈销售，产品标签虚假标
识功能声称，违法违规发布保健
食品广告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
人、病人的欺诈行为尚未得到根
本遏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副局长孙咸泽指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特殊食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王
红认为保健食品产业一个突出
问题是产品定位不够清晰。“不
仅仅是行业生产经营者，还有消
费者，甚至于基层监管人员也不
是很清晰。举个例子，我们前几
年查获了一批保健酒，大概有50
多个品种，但是其中只有一两个
是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其他
都是非法保健食品，但是全部声
称有保健功能。”王红说，有的企
业还违规营销，以赠送礼品、免
费试用等手段引诱消费者尤其
是老年人和病人购买，造成市场
混乱。“一些企业或团体以虚假、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如将冬虫夏
草纯粉片、白藜芦醇等产品宣传
为‘抗癌克星’等，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

极个别企业诚信意识淡薄，
违法生产经营，虚假夸大宣传，
误导公众消费，严重破坏了保健
食品的整体信誉。

今年 6月份，媒体曝光了
“百变神医”刘洪滨的怪现象，保
健食品虚假宣传再次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稽查局处长马忠明
透露，总局正大规模排查虚假
宣传，从4000多条消息中发现，
所涉产品大多是“假冒”保健食
品的普通食品，真正的保健食
品仅有几个。同时，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公布
的《虚假广告企业名录》中，已
收录79家企业的82款产品，其
中25款产品为保健食品，涉及
24家企业。

“不仅如此，大量违法广告
未经药监局审查便发布，甚至有
企业伪造药监局广告审查章。”
据马忠明介绍，保健品广告违规
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例如缺少
生产批准文号、广告批准文号、
保健食品标识等应有标识，超出
说明书范围以外的表述，比如扩
大保健品功效，含有不科学表述
功效的断言和保证，甚至承诺百
分之百治愈。

织密监管网络

今年7月13日，国务院食品
安全办、公安、工商、质检、广电、
网信等九部门联合启动保健品
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根据整治
方案，九部门将在为期半年的时
间里排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企
业和经营企业，涉及食品和保健
食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行为，以
及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视购
物、直销、电话营销等方式违法
营销宣传、欺诈销售食品和保健

食品行为等。
孙咸泽提出，各级监管部门

将组织对广大食品、保健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非实体店经营单位
进行全面排查，加大对网络销
售、会议销售、电视购物、电话营
销产品的抽检力度，重点抽检涉
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功效的产
品，加大对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
广告违法的处罚力度，严肃查处
食品广告中虚假宣传、疾病预防
治疗功效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2016年开启的保
健食品正式注册与备案“双轨
制”又给行业注入了“强心剂”。

今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成立，备
受行业关注的保健食品备案和
注册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根据
规定，保健食品的备案工作主要
在省一级食药监管部门开展。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很多保健食
品企业向地方监管部门提交备
案材料。

备案制将极大缩短产品上
市前审批的时间，承担保健食品
检验工作的机构也会放开。将
来，只要是有合法资质的机构，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后就可以承担产品检验、临
床试验工作。“在放开的同时，也
要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在做产品
检验、验证和临床试验的时候要
按照统一的规范去做。”王红
说。 （中经网）

保健食品行业痼疾待破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