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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海

要彻底解决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某一
个部门，需要教育、工商、城管
等部门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
力，共建校园食品“防火墙”。

首先，要制定法规，加强监
管。针对学校周边流动摊点和
零食店，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应

法规，从生产、制作、包装、流
通、销售等各个环节入手，规范
商户的经营行为，使其有法可
依，同时也利于相关部门依法
进行治理。

其次，联合执法，建立长
效机制。工商、税务、食药监、
卫生等多个部门应当建立联

合执法队伍，加强源头监管，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的长效机
制，贯穿生产加工、质量检验、
市场流通、重点查处的全过程，
对违规经营户，一经发现，严肃
处理。同时，进一步强化食品
安全分段监管工作中各部门的
协调与配合，建立分工负责和

统一协调相结合的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督促各部门之间及
时通报信息，实现食品安全信
息和食品检验机构等技术资
源的共享。

此外，还应加强宣传，引导
学生消费。比如，在学校开展
健康消费、食品安全、卫生知识

的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进行食
品安全消费体验，加深对食品
安全的认识，培养正确的饮食
习惯。同时，要对家长进行儿
童饮食需求和食品安全的教
育，引导家长不乱给孩子零花
钱，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消费
习惯。

曾几何时，在金钱豹吃饭，是一件值得
炫耀的事情。而今，高端餐饮市场状况大
不如前，7月初，金钱豹在北京关闭了最后
一家门店。

与高端餐饮市场相对的是，外卖市场
倒是兴旺许多。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
数据，去年我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到
1600亿元，增长33%，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
到了2.56亿人次。2015年时，餐饮外卖市
场占整个餐饮市场消费比例是7.4%，到去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0%。

对于餐饮业而言，做外卖是一项稳赚
不赔的买卖，因为客人不会占用店面资源
用餐，配送也大多交给网上的第三方平台，
餐厅只需要后厨开足马力即可。

但如果我们仔细对照网上订餐数据，
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线下排队颇
多的餐厅，不见得在网上订餐时一定受到
热捧，在网上常被下单的菜品，也并不见得
是堂食热品。毕竟，订外卖的多是上班族，
他们的餐饮需求是和亲朋好友聚餐大为不
同的。

餐饮企业无法决定第三方配送的速
度，但可以决定配餐的质量和随餐的物品，
以及不同菜品的各式促销手段。事实上，
与西式快餐不同，中餐汤汤水水较多，并且
这些配料往往不可或缺，这使得许多传统
的中餐样式，外卖时候的形态与堂食时大
为不同，也让消费者的饕餮感受有所变
化，比如火锅、汤粉、烤鸭、水煮鱼，甚至是
一碗炸酱面。

也就是说，餐饮企业涉足外卖，需要认
真分析周边消费者情况，打造适宜他们口味和配送工具
的外卖产品，而不是把现有菜单直接发到网上。

其实，外卖送餐看似销售量大，但对后厨资源的占用
同样不小，每单的销售额并不高，再加上不是所有的菜品
都适合电动车运送，所以做外卖不是餐饮业转型升级的
唯一路径，特别是中高端餐饮业。

如今，收入不断提高的消费者，对于吃的要求不再
是“菜硬不硬”，而是精致化。许多中高端餐饮企业，定
位在价位高端、食材稀罕，但这样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
被消费者接受。因为，出门吃饭不仅仅是一群人大快朵
颐，更重要的是，通过餐桌进行社会交际，这样的社交功
能，外卖做不到，只顾抢螃蟹的海鲜自助同样难以做到。

精致化不等于高价化，更不等于“西式大餐”。作
为全球米其林餐厅最多的城市，东京在2016年拥有米
其林餐厅217家，大部分餐厅为当地菜式，其中不乏居
酒屋、寿喜烧、串烧、荞面、拉面等“小馆子”。这些小
馆子不仅餐品精致，味道独特，很多都是代代传承，颇
有历史感，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服务令消费者颇感舒
服。曾经在东京的一家米其林餐厅用餐，尽管语言不
通，但侍者依然全程笑脸相迎，餐毕出门，主厨在门前
一直鞠躬。

消费者在餐厅就餐，其享受的不仅是食品本身，更
是在体验一种餐饮文化。餐饮企业如果想做强，就不能
仅仅满足于外卖食堂，更要在文化体验上做文章。真的
美食，值得千里来追寻，而不仅是上网点击。

（工人日报）

尽管当前我国食品安全
总体状况稳定向好，社会共治
氛围日益浓厚，但由于食品安
全具有敏感性，传播媒介有多
样性，围绕食品安全的各类谣
言仍时有发生。近日，国务院
食品安全部等10部门联合下
发《关于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
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及时组织
辟谣，以谣言所涉企业为辟谣
第一责任主体，严厉惩处谣言
制造者和传播者。

“塑料紫菜”“棉花肉松”
“塑料大米”“塑化剂面条”
“注水螃蟹”……如果你经常
刷朋友圈，那么对于此类谣言
必然不会陌生。无论这些谣
言多么背离常识，但是只要和
食品安全扯上关系，马上就能
成为“爆款文章”病毒似地在
网络和微信上四处传播；无论
是你信或者不信，一旦这样的
谣言被炮制出炉，必然造成人
们对食品安全的焦虑，伴随着
相关产业的重创、大量从业人
员的巨大损失……据有关统
计，当前食品安全谣言已经占
到了网络谣言传播量的45%，
位居第一位，不仅破坏和污染
网络环境，而且扰乱社会秩
序，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
响，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和公众
利益。

如何有效应对食品安全
谣言？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
样一种观点：打铁还需自身
硬，只有生产者真正做到视质
量安全为生命，认真解决好食
品安全问题，去除公众的忧
虑，人们的不安全感才会消
失，方能彻底铲除谣言滋生的
土壤。道理听起来没错，但是
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食品安
全谣言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
的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网络
因素、经济因素等等，这不是
简单说“清者自清”“身正不怕
影子斜”就可以抵御的。短期
内，不可能简单指望网络谣言
会随着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
不攻自破。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
大了对于食品安全尤其是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手段更

加有力，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也
越来越高，然而矛盾的是，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好像
并没有相应提高。这种反差，
很大程度上与食品安全谣言
传播密不可分。网络时代，食
品安全风险已经不仅仅只是
食品本身的安全质量控制，由
于消费者和事实真相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读、误解
和误信成为当前突出的食品
安全风险之一。于此，要构筑
一个良好的食品安全大环境，
不只要修好内功，切实提升食
品安全水平筑牢食品安全的
基石，还必须像重视食品安全
监管那样，加大对于食品安全
谣言的打击力度。

首先，要让科普跑在谣言
前面。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
把功课做在前面，通过科普宣
传，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正
确地传递信息才能抵御谣
言。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要定期及时公开准确、完整
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挤压
谣言流传的空间。专家学者
要勇敢地站到科普一线，用
更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正确
的知识，消除科学盲区。加
强食品安全信息传播，可由
政府和主流媒体、专家机构
共同打造一个权威食品安全
辟谣平台，让各方拥有一个信
息共享交流平台。

其次，要让真相及时出现
在谣言面前。谣言涉及的当
事人是辟谣的第一责任主
体。对谣言明确指向具体企
业的，相关企业要及时发声澄
清，同时可积极引入第三方权
威评估机构；对于那些指向某
个地区某个产业的谣言，地方
政府或者相关行业协会，要积
极发声，采取适当方式澄清真
相，并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尤其
要利用好新兴传播媒介，把真
实权威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消
费者。新闻媒体、网站要加强
行业自律，以食品安全监管权
威信息为依据，及时准确客观
做好涉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
和舆论引导。

最后，要对谣言制造及恶
意传播者予以重拳打击。当

前，食品安全谣言之所以屡禁
不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造
谣者打击力度偏轻，违法成本
过低。当前，有些谣言的发布
者已经采取团队化运作，通过
发布谣言赚取流量费和广告
费；还有些媒体因为业务素质
不高、把关不严，也容易成为
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对
于这些情况，要视情节轻重予
以追责，尤其是对于因为谣言
给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失必须
坚决进行索赔。既能对造谣
者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更
是对相关产业及从业人员的
保护。这项工作应该成为当
前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我们也看到，政
府、企业等相关方面在打击食
品安全谣言中已经做了很多
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面
对谣言，多家企业开始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据媒
体报道，金龙鱼集团启动“亮
剑网络谣言”行动计划，同时
发布 1000万元悬赏计划，搜
查近年来针对该企业失实报
道的造谣传谣者；2015年，娃
哈哈索赔100万元、肯德基索
赔450万元、农夫山泉索赔20
万元、王老吉索赔600万元将
传播谣言的诸多微信公众号
背后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
……不过可惜的是，这其中还
鲜少看到普通农民的身影，他
们更是被谣言所伤的庞大群
体。2013年一则槟榔谣言，使
得短短两个月时间，海南槟榔
产业鲜果和初加工品累计损
失超30亿元；2015年的“草莓
风波”让北京果农损失 2600
多万元；前段时间的“塑料紫
菜”谣言给晋江、福建的紫菜
产业造成近亿元损失……农
民皆无力索赔、无处追讨。这
些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建立一
个更为专业、系统的谣言防
控、追责体系，还产业以清白，
还农民以公道。

要构筑一个良好的食品安
全大环境，不只要修好内功，切
实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筑牢食品
安全的基石，还必须像重视食
品安全监管那样，加大对于食
品安全谣言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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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维

如何共建校园食品“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