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品行业“萝卜快了
不洗泥”怎么治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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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
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全省
将严格食品安全考核评价，将食
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
子和主要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
核。（11月14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
食品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视，食品
安全态势总体向好。然而，食品
安全事件仍常有发生，使得食品
安全问题已经对政府的执政能
力形成严重挑战。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的，能不能在食品
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
代，是对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究其根源，不啻与制度设置不科
学有关，更与我们对地方党委和
政府及其官员考核问责不力有
关。因此，完善食品安全责任

制，把确保食品安全工作成效作
为衡量地方党委、政府和官员政
绩的重要指标已是迫在眉睫。

其实，就国家层面而言，将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已有制
度设计。2015年10月1日实施
的新《食品安全法》，也对食品安
全工作评议考核提出了明确要
求。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
印发了《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办法》，明确对省级政府的食品
安全工作进行评议考核。不难
看出，《意见》提及的“将食品安
全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和主要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
即是对国家法规的具体落实。

应当承认，在当前诸多工
作已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
情况下，河北等地将食品安全
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评议考

核，彰显的是“敬畏生命”与“敬
畏健康”的意识，令人充满期待，
也颇具积极意义。此举，无疑为
省级以下地方党政官员戴上了
一道“紧箍咒”。

笔者认为，将食品安全纳入
地方党政评议考核，实质上是一
种问责制度的设计。而问责有
效的基础是权责划分清晰。需
要注意的是，食品安全考核只是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一部分，食品安全责任占比
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此项考核力
度的大小，如果比例失衡，制度
初衷将打折扣。以此而言，只有
在国家食品安全考核的大方向
下，进一步细化责任落实机制，
层层传导、压实责任，政策效力
才能不折不扣地发挥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
得放心。”保障食品安全，本来就
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尽之责。
最及时、最有力的问责能够促使
地方党政官员重视食品安全工
作，更有利于激发“一把手”对食
品安全的重视，从而形成“一龙
压阵，九龙治水”的良好格局。
反之，如果缺乏必要的问责措施
及效果，考核就很可能成为“纸
上谈兵”。因此，我们迫切期待
着更有针对性、操作性、执行力
的食品安全问责制度落实，以问
责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让考核
真正发挥“指挥棒”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只要食品
安全出了问题，上级党政就应该
启动雷厉风行的问责机制，不拖
拉，不护短，不徇私，透明公开。
不能等媒体批评后，再去“慢慢

处理”。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对

于食品安全监管者的失职或渎
职行为，也有待引入司法领域，
追究法律责任。毕竟，考核属于
行政内部的评价，在权责划分上
容易引发争议，做好行政问责与
司法裁决的衔接，激活司法力
量，既可保障问责的公平，又能
确保法律对于地方党政及监管
者漏洞的威慑。

此外，为保证考核的公正
性，有必要通过参与机制建设，
引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企业、公众及舆论在内的第三方
力量参与到考核中来，增加民意
的分量，打破考核的“唯上”倾
向。所以，强化第三方力量的监
督权，“倒逼”问题的公开化是夯
实考核效力的必要举措。

□ 金振蓉

食品安全考核重在依法问责
□ 廖海金

从“王老吉可延寿”
中学科学

但凡跟健康相关的话题总
是格外引人关注。近日，一个
“喝‘王老吉’可以延长10%寿
命”的说法，在网络上传开了，
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缘
于该说法的结论是从国家“863
计划”研究课题得出的。这就
不由得让人相信。

不过，专业人士一般不会
拿它当回事。首先，他们会追
问，实验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一
结论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出的。
据公开资料介绍，是对几百只
老鼠进行为期两年的安全性试
验，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实验数据得出的。且不说两组
实验鼠的实验过程一般人不了
解，就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那
也不能说明实验鼠的寿命延长
了就等同于人的寿命延长。实
验数据的获得有着严格的限定
条件，而人的寿命问题更要复
杂得多，绝不可能靠一个实验
就获得明确结论。

这些年，人们对健康越来
越关注，于是，网络上日益充斥
着各种有关健康的说法、做法、
国内国外研究成果等等。出于
对亲人、朋友健康的关爱，人们
往往充当着各种健康谣言的接
受者和传播者的角色，这也使
得各种健康谣言愈演愈烈。据
统计，由北京市科协、北京市新
闻工作者协会等创办的网上辟
谣平台，每月都向社会发布几

十条影响较大的科学谣言，这
其中，有关健康的科学谣言就
占有很大比例。

每每面临真理还在穿鞋，
谣言却已飞奔扩散的局面时，
辟谣总显得姗姗来迟。在大量
的科学谣言面前，公众如何提
高辨知能力呢？笔者认为，不
妨学学在面对“王老吉”事件上
专业科研人员的态度，树立凡
事都要探究的意识。当听闻某
个重磅观点时，首先看发布者
的身份，是否属于行业领域内
的专家或机构，特别是要认清
楚有些“著名专家”的身份，虽
然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具有权威
性，但在行业之外，他的意见可
能与常人无异，这就需要公众
对此保持谨慎的态度。其次看
他的观点结论是如何获得的，
是泛泛而谈，还是有着实验证
据的支撑，如果有实验，那就要
多了解一点实验步骤和过程，
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通过什么
手段，在什么条件下获得了怎
样的结果。通过这两步，就可
以避免被偷换概念、抽取特定
条件进行夸大和不实的结论所
误导，而这恰恰也是科学谣言
惯常采取的方法。

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科学
谣言，我们需要多从规律性、方
法论上进行认识，唯此，才能少
上当、不上当，避免被各种科学
谣言所困扰。

新修订的《广东省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例》日前正式
颁布施行，针对当前严重侵
害老年消费者权益的突出
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有
意思的是，《条例》所列举的
将依法从重处罚的6类诱
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
迫老年人消费的行为，前5
类全都与保健品营销有
关。由此可见，针对老年人
的保健品市场是消费侵权
高发区和重灾区。在列出
一些常见的对于老年群体
的消费侵权行为后，《条例》
也提出了治理办法，比如将
为保健品营销提供场所或
其他条件的开办者、出租
者、举办者一并列入惩治对
象，追究其连带责任，对其
他省市区治理保健品市场
乱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部专门为了保障老
年人权益的地方性法规，竟
有针对保健品市场问题的
专门性条款，这一现象值得
深思。“老年人-保健品-权
益保障”这三者之间建立起
密切联系，取决于当下我国
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的现实。数据显示，2016年
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
经达到2.3亿，占全国总人
口的 16.7%。人的年龄增
大，身体健康状态会下降，
这时候“有病治病，无病防
病”的心理会增强。基于这
种心理和如此庞大的老龄

人口基数，保健品市场红火
可想而知。中商产业研究
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
保健品市场的规模达到
2644亿元，预计2017年市
场规模将接近3000亿元。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
洗泥”。保健品市场快速增
长也伴随着诸多“不洗泥”
的问题。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目前我国保健品市场有
3个突出问题：夸大功效、售
价虚高、欺诈营销。一些保
健品在名称制定以及广告
宣传上，使用一些暗示性词
语，以诱人产生“治病防病”
的效果联想，同时打着“进
口产品”“高科技制品”“新
产品”等幌子，借以推高价
格。更关键也更见效的招
数是，保健品销售一般不走
药店渠道，而多是以电话、
网络以及借举办保健知识
讲座进行现场售卖的“会
销”方式销售。这种销售方
式往往可以绕过相关部门
的监管，哄骗、欺诈也就隐
于其中。

保健品市场为什么会
出现“不洗泥”问题？根源
在于经营者缺少“洗”的压
力。保健品经营者虽然骗
人，但据说他们还是有“底
线”的，即“不求有益但求无
害，最起码不能吃死人”。
这条所谓“底线”，恰恰点出
了我国保健品市场之所以
乱的主因。“不能吃死人”，

意味着违法风险和成本都
不高，而这也是对我国相关
法规标准不健全、市场监管
不严、对违法行为惩处不重
的讽刺。目前，我国保健品
行业准入门槛太低，没有一
个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加
之审批相对简单，故而大量
的非专业化企业涌入保健
食品行业，给保健品市场的
监管造成很大困难。另外，
我国政府对保健品的管理
体制“重审批，轻监管”，且
监管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
容易导致“见利都上、遇责
都躲”的情况。加之现行法
规对违规商家处罚过低，不
足以对其产生威慑作用，这
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显然，要治保健品市场
“不洗泥”问题，当务之急是
尽快建立健全保健品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和违法犯罪
成本。在监管方面，相关部
门不只是要做到严查、严
打、严管，还需深化制度改
革，改变当前“重审批、轻监
管”的弊端，建立完善着眼
于事中、事后的保健品监管
新机制，完善日常监管和长
效监管。当然，还要做好普
法宣传和科普教育，提高消
费者特别是老年人对保健
品的辨识能力和防范能力，
正确引导消费者合理使用
保健品，养成科学保健、安
全消费的习惯。

□ 胡立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