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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虚假健康信
息，既有夸大其词的虚假医疗、
保健食品广告，也有各种冠以
专家说法之名的伪科学，害人
不浅。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印发《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作为一项重点整治内容。

还记得那位“虚假广告艺
术家”刘洪斌吗？活跃在不同
电视台的她，既可以祛斑、活
骨、治痛风，十几种病不在话
下，又身缀中医、苗医、蒙医等
角色，九个头衔赫然在目。正
是以“刘神医”被曝光为开端，
相关部门掀起了一场保健品广
告的打假风暴。7月初，九部门
联合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知》，

10月份，随着进一步实施的文
件出台，专项整治再度加码，而
此次印发的《实施方案》已是第
三份。在专项整治启动4个月
后，各级食药监部门联合公安
机关破获了不少食品案件，刑
事拘留了一些人，但依然要看
到，电视上涉嫌违法的虚假广
告仍有存在，老年人身陷骗局
的新闻时有发生，各类依托社
交媒体传播的伪科学也层出不
穷。种种现象表明，虚假健康
信息有其固有的生存土壤，有
强大的生命力，需要工商、医药
监管部门严把审批关，加大监
管力度，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纵观那些已被披露的虚假
健康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
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的心理。曾有业内人士称保健

品行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因为
“只要地球不灭亡，生老病死的
规律还继续，保健品就永远畅
销”。但其实，绝大多数保健品
只是具有特定功能的食品，有关
效果的描述相当含糊，大都是
“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之类，
而虚假广告无一不是往效果上
作引导，甚至造成比药品还管用
的幻觉。传统的广告方式主要
是专家坐台，病人现身说法，使
人盲听盲信。现在的则嵌入多
种手段，如通过去社区坐诊、免
费检查，借机宣传产品，或者在
搜索软件上竞价排名，恶意引
导，这几年又有送原始股、免费
旅游、“陪聊”谈感情等套路。这
导致虚假健康信息不再是简单
宣传，而是花样繁多、手段多种
的黑色利益产业链，针对相关法

律规定的一般性情形，它早已形
成难以识别和判断的特点，客观
上也加剧了治理难度，需要适当
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形成社会共治，关键是形
成全民打假的社会氛围。每个
上当受骗的老人或病人背后，
都是对虚假信息恨之入骨的家
庭和社会。一个思路是充分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
到打击治理虚假健康信息传播
的工作中来。首先，加大健康
信息供给服务力度，规范健康
教育信息生成与传播。目前，
已经有一些中央媒体设立专
栏，帮助公众树立科学精神。
此外也有必要形成统一的网站
和平台，对保健品的市场准入、
宣传备案、征信记录等统一公
布，同时树立消费警示，点名违

规案例，总结套路和手段，普及
正确的科学知识。其次，鼓励
群众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对各类投诉举报要及时受理、
快速核实、快速处理。对于投
诉举报的案件线索，一查到底，
生产环节的要延伸到经营环
节，召回相关产品，经营环节的
要上溯到生产环节，从源头上
切断医疗信息背后的利益链。

追求健康是人心所向。向
虚假健康信息说“不”，不能仅
仅指望个体的识别和防御，而
应该充分认识到它不仅与每一
个家庭相关，更与风清气正的
社会环境有关。只有对虚假健
康信息零容忍，形成无处不在
的打假氛围，才能进一步促进
健康事业发展。

□ 刘天放

以共治来应对虚假健康信息
□ 扶青

在儿童饮食营养认知上，
家长要多用点心

世界肥胖日联合国网站当天发
布消息称，一项由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和世卫组织领导的研究显示，全
球5岁至19岁的肥胖儿童和青少年
人数在2016年达到约1.24亿人，比
40年前增加10倍以上。（10月12日
中国新闻网）

该研究披露的全球儿童和青少
年的肥胖数据，确实触目惊心。诚
如论文作者艾萨提所言，如果这一
代儿童和青少年肥胖趋势继续下
去，他们将面临糖尿病等疾病的更
大风险。

另据参考消息网今年8月8日报
道，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参与的一
项有关超重和肥胖带给儿童和成年
人影响的研究表明，全球有超过20
亿人受到与肥胖有关的健康问题的
困扰，占全球总人口的30%。

这项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周刊上的研究在长达25年（1980
年至2015年）的时间里对195个国家
的人口展开了调查。研究显示，1980
年以来，超过70个国家的肥胖率增
加一倍，最令人担忧的发现是中国、
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
青少年肥胖率增加了两倍。

如今的中国，人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很多家庭已进入小康社会，可“小
胖墩”问题却很突出，这就需要引起
足够警觉。生活富裕后，绝不能忽视
“舌尖”上的问题。虽然我国人口基
数大，数字上的儿童肥胖率就显得很
高，可毕竟，我国儿童肥胖率还是在
长达25年的期间内增加了两倍。

由于成人肥胖而引发的多种慢
性疾病，就足已令人堪忧了，如果肥
胖蔓延至儿童和青少年，就更令人
忧心忡忡，必须把这一问题高度重
视起来。

导致儿童肥胖主要是由于不良
饮食习惯、受广告引诱等因素导致，
这与儿童本身有关，更与家长、学
校、社会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忽视儿
童食品问题所导致。如今，生活变
得比以前更好了，让孩子吃得好，就
是要吃大鱼大肉，甚至有家长对孩
子在科学饮食上的认知严重不足，
放任孩子吃喝。

据上海市科学院公布的一项调
查显示，上海儿童的肥胖率达到
17.8%，儿童购买休闲食品和瓶装饮
料的月平均支出约为292.9元，日均
消费约10元。该调查还显示，将近
一半的家长表示，看不懂休闲食品
和饮料上的营养成分表，超七成家
长对零食食用存在误区。

专家指出，目前儿童主要消费的
食品特点为高能、高脂、高钠，建议
儿童饮食以正餐为主，孩子膳食中
由零食提供的能量不能超过15%；儿
童要少吃脂肪提供能量占比超过
30%、饱和脂肪酸提供能量占比超过
10%的食品；少食含糖量、含钠量较
高的休闲食品，尽量少食含有咖啡
因的食品……

可见，提高对儿童食品在营养上
的认知度，显得多么迫切。儿童在
家吃饭的次数最多，家长一定要在
孩子的饮食上再用心一些。而对学
校来说，学校食堂必须在学生的饮
食上做到科学搭配。对那些喜欢吃
零食的孩子来说，无论是其在家还
是在学校，家长和老师都必须负起
责任来。

生活变好了，在吃上也要讲科
学。对“小胖墩”现象需采取必要的饮
食干预，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需建
立保障儿童食品健康的长效机制，如
此孩子们才能吃得更科学、更健康。

依法监管引领网络餐饮健康发展

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
得超范围经营。《办法》将于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此次《办法》的
出台，对网络餐饮服务的规范管理提出了
更具体的要求，也更有可操作性。《办法》
强化了平台主体责任、明确了网络餐饮服
务业的一系列规范，就是对当前网络餐饮
服务存在问题的回应，也是对这一行业发
展中存在风险点的管控。换言之，这一新
规的出台，正是管理部门为了结束网络餐
饮的野蛮生长状况，让其回归正常的应然
之举，既让食品安全监管全覆盖，又让消
费者找到了维权之门。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特别强调了一
致性，诸如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
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网上公示菜品名
称和主要原料名称，公示的信息应当真实。
这是为避免部分从业者浑水摸鱼，拿虚假信
息欺骗消费者，从而打破网络外卖的信息
不对称风险，保障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办法》还首次针对网络餐饮服务制
定相关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措施。可

以预料，一旦新规实施，网络餐饮将重新
洗牌，无论是有实力的网络餐饮商家不得
不延伸到线下，还是传统的餐饮企业借机
更好地延伸到线上，总之实力和质量的保
证将大大提升，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利
好的。

诚然，法规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
规范网络餐饮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管跟进。
在业内人士看来，加强监管的路径即是对网
络订餐企业的监管应该在部门监管、平台监
督、消费者投诉3个维度进行，食药监部门
要抓典型，对严重违反管理制度的平台予以
较高的惩罚力度，让企业杜绝侥幸心理；另
外，对于消费者可建立奖励制度，让消费者
更愿意行使监督权，举报网络订餐中的违
规情况，平台加强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核和
培训教育，增强服务的规范化和主动性。

除此之外，仍需创新监管模式。譬如，
各大地方平台和行业协会可以构建数据共
享的“黑名单”体系，并要求订餐平台将商
家信息接入监管部门数据库，当商家上传
证照后，监管部门可及时查验证照的真实
性，一旦上线违规商家，监管部门也可及时
发现取缔。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还须把握新经济
的特点，既能保持新经济的活力，又能让消
费者权益不受损害，不能一管就死，也不能
一放就乱。唯有如此，才能让消费者对外
卖吃得放心的同时引领新业态健康发展。

□ 廖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