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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静

在我们这个“民以食为
天，食以味为先”的国度，人们
对于吃，不再单纯只是为了填
饱肚子，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
品质的追求。近年来，随着网
络分享型 APP和朋友圈的兴
起，很多美食和餐厅借着网络
“一炮而红”，他们拼颜值、蹭
热点、比口碑、比火爆排队场
面，通过“饥饿营销”、大咖点
赞的方式刷屏朋友圈，让“吃
货”们“种草”。但是这些爆款
的网红食品和网红餐厅是不
是也有如高颜值一般的食品
安全生产状况呢？光鲜的背

后，真相并不乐观。
由于不少“网红”店还处

于创业初期，属于“一夜爆
红”，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尚不
成熟，存在较高的食品安全风
险。如某网红点心店因为食
品中毒事件被责令停业接受
调查；某网红面包店使用过期
面粉，店内制作环境卫生不佳
甚至还用发霉的布装面包；更
有一些网红店不仅没有实体
店，连营业执照或食品生产许
可证都未申请，在自家住宅内
就开工经营，通过微博、朋友
圈来售卖裱花蛋糕等需经过

现场核查卫生状况的高风险
食品。

市场的盲目和失控需要
政府伸出正义之手予以正向
引导。网红食品既然是借助
网络走红，监管者就应该顺应
时势，延伸自己的监管半径，
升级监管手段，借助大数据等
先进方式开展执法工作，加强
法律责任的落实。比如通过
对百度、饿了么、美团等外卖
平台的数据分析，筛选出区域
内销量排名较高的“网红店”，
加强监管频率和力度。在选
择重点监管的“网红”时，可着

重考量其在各相关投诉平台
上的被投诉举报数量、监管许
可信息，如门店扩张规模、速
度，日常监管执法的结果等，
并参考一些网络消费点评网
站和 APP等网络新媒体的信
息，留意“网红”的日常经营状
态。目前，上海市已制定了
“网红重点监管名单”，选取了
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100多
个品牌共 1000多家门店列入
名单，并重点约谈了一些高风
险的网红餐饮店。面对“网
红”的火爆，监管者只有顺应
时代和潮流的变革，主动作

为、顺势而为，把互联网食品
经营者和推广者纳入日常巡
查监管范畴，形成常态化监管
机制，才能为消费者构筑起一
道食品安全的防火墙。

除了监管者的努力，大众
也需告别盲目跟风。对消费者
来说，除了关注食品的高颜值、
餐厅的火爆程度之外，更应该
关注的还是“吃得放心”。相信
在理性的市场环境中，我们也
能沉淀出很多口碑好店，让品
相俱佳的“网红”食品和餐厅在
监管者和消费者的共同监督下
一直红火下去。

“量子”与“饮粒”，一个是
物理学上的概念，一个是食品
层面的词语，这原本就是风马
牛不相及的两个词语。然而，
有商家将它们搭配、组合到一
块，打造了一款饮品的名称。
如此一来，平常饮品，摇身一
变，就不仅有了高科技感的产
品名，更有了“保健+医疗”的
“功效”。

但真相如何呢？食品工程
专家用专业知识揭露，“量子饮
粒”所含的成分也很普通，并无
医疗或保健的作用，甚至连营
养成分都很普通，与其高价不
等值，制作过程当然也与“量子
技术”无任何关联。

据了解，保健食品须取得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经批
准的保健食品具有天蓝色专
用标志，俗称“蓝帽子”。可记
者在原国家食药监总局保健
食品数据库中进行搜索，不管
是输入“量子饮粒”“七色芳
华”，还是输入出现在产品介
绍中的“青汁”，均未显示任何

相关信息。显然是没有取得
天蓝色标志。就此来说，“量
子饮粒”其实就是伪保健食品
披的一件外衣。

再说，按照我国的相关法
律规定，辅助降血脂、辅助降
血糖、辅助降血压、减肥、通便
等功效，均属于保健食品能够
宣称的保健功能，普通食品不
得宣称上述保健功能。没有
“蓝帽子”这一标志却声称具
有保健功能的，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并可构成虚假广告。
《广告法》第十七条规定，“除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
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
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
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显然，“量子饮粒”的广告宣传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违反了
《广告法》的这一规定，应受到
相应的行政处罚。

事实上，类似的借助“量
子”构织的消费陷阱，媒体早
就有过报道。即便如此，一

些商家对高科技构织的消费
套路依旧是乐此不疲。究其
原因，一是因为摸准了消费者
对此类知识的盲点，商家千方
百计把自己的产品和各种高
科技概念扯上关系，对消费者
带来了迷惑性；二是监管力度
不够，对其违法违规宣传、销
售等行为，未能在第一时间介
入与依法惩治；三是因为商家
的肆无忌惮，为了逐利不择
手段。

防范“量子饮粒”等构织起
来的消费陷阱，一方面，相关部
门应加强科普，让公众认识到
何为嫁接、炒作，没有任何科学
根据，不能轻易相信；另一方
面，对于这些虚假广告，有关部
门应将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
头上堵截，凡发布涉及“保健功
能”的广告，必须进一步严格审
核程序，凡有不实内容，一律不
得发布；再者，网站和电商平台
也须履行好相应责任，对存在
类似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及时
介入并处理。

“力争3年内显著提升国
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
争力和美誉度”。近日，国务院
从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强化
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金融保险
等方面，提出加快推进奶业振
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措
施。这也是继《全国奶业发展
规划（2016—2020年）》发布后，
国家层面对奶业发展的再一次
集中发力。

10年前，牛奶品牌的质量
事件伤害了消费者的心，但也
成为痛定思痛、彻底改革的开
始。10年来，全行业壮士断
腕、整顿振兴的决心和行动有
目共睹。如果去牧场和奶农们
攀谈一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奶业的质量安全水平正进
入历史最好时期。奶牛养殖规
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组织化
水平在显著提高，奶业全产业
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
善，奶业法规和政策体系正日
趋完善，产量稳居全球第三，奶
业已成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
中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产业
之一。

站稳脚跟之后，要迈上新
台阶，就要进一步完善中高端
产业链，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
竞争力。2008年到2015年，我
国乳制品新增消费中，八成是
进口。可喜的是，10年严格质
量监管之后，信心在慢慢重拾，
行业增速也迎来回升，尤其是
“史上最严”配方奶粉注册新政
推出后，市场得到进一步净
化。面对国际竞争，我们不但
没有关上大门，反而勇敢迎接
压力，逼迫自己获得成长。奶
业振兴，正是因为做到了最严，
才创造了最好的可能，这是重
振信心的基础。此次国家专门
提出“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
显著提升的时间表，可以理解

为加速重建中国奶业品牌信心
的强心剂。

“风吹草低见牛羊”。餐桌
的安全，离不开牧场的质量。
今天看来，国内大小牧场甚至
家庭牧场，都装上了可视化的
监测设备。牧场喂料挤奶，奶
企远程可视，彼此放心，也让消
费者安心。从更大层面看，为
了餐桌上一杯健康的高品质牛
奶，不仅有奶业自身革新，也有
整个大农业结构的调整。几年
前，原农业部开始调整“镰刀
弯”地区玉米结构，重点发展青
贮玉米、苜蓿等饲草，让“粮
仓”变成“奶罐”，为乳制品消
费升级“喂好料”。乡村兴则奶
业兴，农业强则品质强，中央推
动“三农”系统性改革升级，是
提升中国乳品整体品质的根本
保障。

与国内消费者一样，今天
的中国奶农、奶企也面对着全
球市场。相比国外的牧场，国
内规模化牧场种植牧草、采购
饲料、劳动用工等成本都偏高，
这也导致近几年国内原奶生产
成本频频与进口价倒挂。规模
化发展是奶业不变的方向，对
于很多中小牧场而言，无论引
进良种还是提升信息化水平，
都离不开金融之水浇灌。最近
几年，部分央企开发和设计的
“原奶价格指数保险”等产品，
在一些地方起到了不错的效
果，而中央特别提出“强化金融
保险”，正是鼓励用市场的手段
去化解这个问题。

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间，
奶业在中国仍然会是朝阳产
业。十年一瞬，食品安全重拾
信心，做强做优呼之欲出。不
依靠别人，把优质奶捧在自己
手里，中国奶业所肩负的使命，
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期待。

（人民日报）

□ 宋潇

□ 廖海金

说到“量子”，读者可能会想
到量子力学、量子纠缠等“高大
上”名词。作为一个物理概念，
量子还能和食品挂钩，带来不一
样的功效吗？近日，一款名为
“量子饮粒”的饮品引发关注。
该产品宣称可改善三高、心脑血
管等疾病，引发不少质疑。食品
工程专家表示，其所宣称的功效
站不住脚，只是将平常食品包装
成有保健功能，堆砌科学名词忽
悠消费者。 （据《新京报》）

监管上线让网红依法而“红”

奶业振兴，
“最严”才能“最好”

警惕伪保健食品披上
“高大上”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