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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无大小之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的每一个事件，都牵动
着消费者的神经，哪怕是在大洋
彼岸，同样如此，毕竟食品安全
无国界。盛夏正是冰激凌热销
的时节，于是有关美国麦当劳冰
激凌机被爆出严重发霉的“丑
闻”之后，自然一下子引起了全
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的麦当
劳冰激凌机是否也存在类似的
情况？备受消费者青睐的麦当
劳冰激凌还能不能吃了……这
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和焦点。

无独有偶。就在麦当劳成
为舆论热点之前，另一个来自欧
洲的知名食品品牌雀巢也在国
内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原
因是雀巢经销的两款特殊医学
婴儿配方食品最近被国家食药
监总局曝光不合格，随后上海雀
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被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
提起美国的麦当劳、欧洲的

雀巢，那可都是大名鼎鼎的全球
知名食品品牌，也是世界500强
级别的知名企业。然而无论是
麦当劳在美国本土因一个小小
的冰激凌机发霉问题引发信任
危机，还是在中国市场做得风生
水起的雀巢出现了产品硒元素
不合格问题，这些都说明，在食
品安全问题上，没有“大牌”。

食品安全没有“大牌”，说明
食品企业无论是大品牌还是小
作坊，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主体
责任，而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

“耍大牌”。毋庸置疑，大品牌大
企业无论是技术实力、质量保证
能力还是质量体系建设、标准水
平都比小企业小品牌有优势，大
企业大品牌提供的产品在质量
安全方面让人觉得更有保障，但
这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大品牌就

可以对质量安全掉以轻心甚至
产生惰性，更不能躺在功劳薄上
高枕无忧，甚至利用大品牌为质
量安全问题作掩护。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从一些食品安全事件
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很多时候大
企业大品牌的食品安全同样会
出现问题，甚至是大问题，而许
多大问题的出现往往都是由小
问题开始的，许多大企业大品牌
对这些小问题反而不加重视，犯
了“耍大牌”的老毛病，结果酿成
了严重的后果，有的品牌和企业
也因此成为了明日黄花。

就拿此次备受关注的麦当
劳和雀巢来说，都是国际上知名
的食品企业和品牌，可从它们

“出事”的情况来看，都看上去好
像是“小事情”，麦当劳仅仅只是
冰激凌机发霉而已，雀巢也仅仅
只是产品的硒元素标注与实际
不符，但如此大的品牌和企业，

竟然连这样的“小问题”都不能
管理好，从而出现了食品安全的
隐患，甚至引发了全社会的担忧
和市场的疑虑，一方面说明食品
安全无小事；另一方面也说明大
品牌大企业也要注意小事情小
问题，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才
有可能会基业长青。另外，从

“出事”之后的反应与态度来看，
麦当劳和雀巢的表现也不尽相
同，雀巢明确表示“对此非常重
视，已立即通知经销商和零售店
停止销售并召回该批次产品。
同时，雀巢公司会积极配合监管
部门的相关工作。”麦当劳方面
则表示“美国新闻的真实性仍待
调查，中国麦当劳餐厅的冰激凌
设备每天自动定时加热消毒，确
保食品安全。同时，所有零配件
定期清洗消毒并按时更换，确保
为顾客提供安全且高品质的食
品。”大企业和大品牌对自身产

品质量有信心有担当是应该的，
但也一定要重视每一个可能出
现问题的细节，才能让自己产品
的质量安全不断提升，从而为消
费者提供真正放心的好产品，只
有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安心、舒
心，企业和品牌的发展才会更加
顺心、省心。

食品安全没有“大牌”，更应
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对“大牌”
进行监督，让谁也不敢“耍大
牌”。此次麦当劳冰激凌机事
件，实际上源于一个被辞退员工
的“爆料”，这也充分说明食品安
全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进
行监督，尤其是一些“大牌”的企
业和品牌，更需要消费者、媒体
乃至“深喉”发挥作用进行监督，
从而更好地实现质量共治，共同
创造更好的食品安全环境，让大
家都能吃得安全、放心。

（摘自《中国质量报》）

每到小长假，朋友聚会成
为很多人的过节方式，但有些
餐桌上的“怪现状”让人痛心。
据媒体报道，假日期间一些餐
馆里“舌尖上的浪费”现象严
重，有的食客为了面子，在酒足
饭饱后总爱额外加菜却又不
吃，有服务员在面对一条几乎
没有动过的鱼时，心疼地说出

“顶得上我一周的工资”。
餐饮浪费不独假日有，平

常亦不少见。一段时间以来，
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的现象明
显减少，人们的节俭意识不断
提高，但以节俭为荣、自觉抵制
浪费的观念仍未能在全社会确
立，一些铺张浪费现象还未能

得到全面遏制。从婚丧嫁娶的
大操大办，到高校食堂的剩饭
剩菜，身边的铺张浪费现象时
时出现。有关数据显示，中国
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
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
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舌
尖上的浪费”让人觉得痛心。

崇尚节俭、摒弃浪费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要让传
统美德统摄每个个体的现实消
费行为，还得纠正积弊既深的

“面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面子”事关个人在社会生
存发展的根本，它深入渗透到
个体的行为习惯中，其符号象
征功能、社会交换功能和社会

控制功能影响深远。“面子文
化”刺激个人主动或被动进行
攀比性消费，这是导致餐饮浪
费、摆排场、讲阔气的文化根
源。

再进一步说，生活世界中
的浪费还蕴含消费社会的时代
内涵，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意义
行为，消费本身已经从实物需
求过渡到背后的意义需求。正
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
指出，消费是一种生产力的有
组织的延伸，在这个符号占领
的消费社会里，需求不是对物
本身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
求，因为这差异中包含着符号
化的社会意义。

因此，从根本上杜绝浪费，
需要纠正“面子文化”，改善整
个社会生态。值得期待的是，
人类正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
信息社会，作为文明方式重要
内容的消费方式也随之发生
转型，这一进程随着经济繁荣
水平和思想解放程度渐进式
变化。越是发达地区，社会生
活和消费方式越趋理性化，为
了摆排场、讲面子的浪费现象
就越不受主流价值认同。人
们更加注重品质化的生活和
个性化的体验，更加注重节约
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这反过
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形成现代社会运转的良性循
环。

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引导人们确立更加健康
文明的生活理念，将人们对物
质的狂热追求引导到对现代文
明的追求上来，享受节俭、绿
色、适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
式。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生活
方式的转变已渐成趋势，例如
城市中素食主义者增加，共享
单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更
加流行，可循环使用产品更受
欢迎，珍稀动物制品得到遏制
等。期待在崇尚节俭的绿色生
活方式中，我们能拥抱人类更
美好的未来。

7月11日，国内首个餐饮配
送箱（包）消毒标准发布，并于当
日正式实施。今后，餐饮配送箱
的卫生状况如何，不再只依赖于
感官判断，职能部门的检查也有
了客观依据。

餐饮外卖越来越受欢迎，外
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但作为外卖食品
安全的一部分，餐饮配送箱是否
足够干净，却很可能被不少人忽
视了。此前有媒体就报道，部分
送餐平台的送餐箱一年都未消
毒，所谓清洁就是靠纸巾擦。而
一些送餐员为了达到保温效果，
在送餐箱内铺置或加盖卫生极

差的毯布，从感官上都让人为其
卫生状况捏一把汗。由此可见，
外卖食品因为配送环节的“不卫
生”而可能出现二次污染的风
险，确实不可轻视。

事实上，一些地方其实已经
出台规定要求对送餐箱进行消
毒、清洁。如2016年9月1日起
实施的《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
监督管理办法》就规定，使用的
送餐箱或者送餐包应当定期清
洁、消毒。不过由于缺乏具体
的消毒标准，这一规定的执行
效果不容高估。在这样一种行
业现状之下，出台餐饮配送箱
（包）消毒标准，对于外卖行业

的规范发展而言，可以说是必
要的规则补充。

此次发布的消毒餐饮配送
箱（包）标准，主要包括感官指标
和微生物限量指标。其中微生
物限量指标明确：大肠菌群不得
检出，菌落总数小于100CFU/
cm。这个数量是我国法规规定
的纸巾表面菌落总数合格指标
的一半。换言之，送餐箱消毒后
的内环境应该比纸巾更干净。
应该说，这样的标准不算低了。
可问题在于，高消毒标准还并不
能直接等于好的卫生状况。标
准如何执行，才是关键。

媒体披露，目前一些外卖平

台送餐箱的消毒工作，主要是由
外卖小哥使用含氯消毒剂溶液
和酒精消毒自行完成，某送餐平
台要求对送餐箱每天消毒一
次。那么，这种看似“原始”的消
毒方式与频率，是否真的能够达
致送餐箱的消毒标准？更关键
的是，送餐箱统一消毒，增加了
外卖小哥的工作任务与外卖平
台的管理成本，相应的成本增
加，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转
嫁到消费者头上？这方面，目前
实体餐饮店的碗筷消毒状况，
或可引以为鉴。外卖配送箱的
消毒，如何合理分配成本，又如
何确保有效监督、防止“造假”，

同样很重要。外卖行业近年来
的迅速崛起，确实留下了太多
的管理与规范的空白，需要从
行业到监管部门共同跟进。一
定程度上，出台送餐箱消毒标
准，正视外卖配送环节的二次
污染风险，亦可以说是外卖行
业走向规范与制度化的一个重
要表现。只是，好的标准、规
定，更需好的执行。另外，这个
标准系由中国烹饪协会携手几
家外卖平台联合发布，只是一
个协会团体标准，其强制力和
执行力，与正式的行政法规还
不可同日而语，并不能完全替
代更权威的行政管理规定。

享受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
□ 钟超

外卖配送箱消毒标准出台该如何执行
□ 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