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5 大家讲坛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武凯强武凯强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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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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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业振兴“最严”才能“最好”

在营养餐安全保障方
面，应该按权责对应的逻辑
去确责。就算保障学生安全
的初衷再好，也不能让无辜
的班主任成“以身试险”者。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安
徽宿州市萧县教体局下发通
知称，因部分学校供应的学生
牛奶疑似存在安全隐患，经检
测合格后恢复供奶，要求班主
任提前一小时试喝，“待班主
任试喝（牛奶）没有发现异样，
确保安全后方可发给学生饮
用。”此举引发当地许多班主
任反对。5月22日下午，萧县
网宣办官微发布通报称，班主
任试喝制度并无让班主任承担安全风险的
意图，目前该项工作并未执行，已及时撤销
通知决定，已停止学生牛奶的供应。

班主任试喝制度，听起来有些像“校长
陪餐制”——2012年6月，教育部等15个部
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细则》等文件，实施细则要求，为确保
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
都是为了确保食品安全，都是让教职工以
身试“餐”，为什么校长陪餐制就备受认可，
班主任试喝制度却遭受舆论质疑？

归根结底，答案就在于“校长”和“班主
任”的身份差异、“陪”与“试”的性质差别
上。中小学校长是行政职务，属于校领导，
班主任则通常由普通任课教师兼任，二者
的权责范围有别。

在学生营养餐问题上，校长是第一责
任人，对营养计划组织、实施负全责，他们
也能轻易干预营养餐采购、索票验收等重
要环节。让校长陪餐也是逼着他们更走心
地尽责——就像“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
那样，校长陪餐制能让校长们以亲历者身
份，近距离了解伙食安不安全、好不好吃，
最终通过安全体验层面利害捆绑，唤回校
长们的责任感，催生“领导重视-亲自狠
抓-伙食安全有保障”的作用链条。

但班主任试喝制度不一样：班主任们
跟营养餐供应虽然不是完全无责，却也责
任有限。囿于自身职责，他们很难直接参
与到食品供给、监督的前置环节中，只能确
保在领取、发放等末端环节不出问题。若

厂家保障、质监部门检测、校长把关等方面
出现履责不到位，那其过失也不是班主任
试喝就“代偿”得了的。班主任的职责更多
的是传授知识和班级管理，将他们推上食
品质量安全把关的“前台”，是给他们附加
义务，也违背权责匹配的基本原则。

更何况，“校长陪餐制”着重的是“陪”，
也就是旨在建立起利益共生的关系，敦促
他们尽到责任。从字面上看，“陪”从情感
上也更能让人接受。

而班主任试喝制度突出的是“试喝”，这
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把班主任当小白鼠，
相当于让他们充当起风险的首要承担者。
在萧县这起风波中，学生饮用奶供应过程中
出现三盒学生奶胀包、结块现象，虽然经封
存检测是合格产品，可牛奶安全风险疑有征
兆。考虑到这点，很多班主任难免会抵制：
试喝若出了问题怎么办？谁来保障他们的
安全？

说到底，在营养餐安全保障方面，应该
按权责对应的逻辑去确责。就算保障学生
安全的初衷再好，也不能让无辜的班主任
成“以身试险”者，将伴随着进货渠道把控、
安全验收等关键环节纰漏而来的风险，转
嫁给他们。

如今，当地在舆情压力下已撤销决定，
闻过则改，值得肯定。可按当地有关负责
人的说法，他们也是借鉴外地经验。在该
经验合理性存疑的情况下，采取这类操作
的地方显然宜“该纠偏则纠偏”。

（新京报）

“让班主任试喝学生牛奶”是推卸责任今年3月以来，有关“伊利股份董事长潘刚被带走协助
调查”的消息开始在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不断发
酵。“天禄财经”“光祥财经”等自媒体公众号发布多篇文章，
以讹传讹，造成该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也引发与伊利公
司相关的奶农、上下游合作商、企业员工以及资本市场投资
者的恐慌。

日前，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声，经与公安机关
证实，上述公众号发布的四则文章严重不符合事实，严重扰乱
正常社会秩序，依法抓获犯罪嫌疑人邹光祥、刘成昆。目前邹
光祥、刘成昆二人涉嫌诽谤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网络谣言猛于虎”，一个谣言可能毁掉一个行业、一个
谣言可能毁掉一段人生，我们不能轻视谣言所产生的消极影
响，更不能做造谣传谣者的帮凶。近年来，随着微信、微博等
自媒体平台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各种自媒体乱象也大有
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网络自媒体野蛮生长，为博眼球、提高营销价值“刷”
字当头，花钱“买粉”，格调低下。有的公众号逐渐成为谣言滋
生的平台，恶意对事件进行抹黑。这些公众号发布的网络谣
言以极大的传播力和迷惑性，对读者进行误导，频频引发市场
波动和公众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以谣博名、以谣博利已成为少数自媒体繁荣的手段。加
强自媒体乱象治理打击，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成为了我
们必须正视的问题。笔者以为，加强自媒体治理，首先要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监管。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
营销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我国从2013年起，就出
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惩治力度。从两高发布诈骗信息
网页浏览量超5000次即可定罪，到2015年网络传谣正式入
刑，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的正式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正在一步步推进
和完善。对于网络谣言，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治理、监管
和维权。

二是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形成协同监管合力，对于以盈
利为目的的造谣营销号，要及时追责，处罚到位，不能任其逍
“谣”法外。对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
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只有出重拳，才能有效
起到震慑作用。

三是明确发布平台义务。自媒体运营平台要严格遵守
《网络安全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发布谣言等行为，视情节
严重采取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关闭账号、永久封禁等措施，让低俗化的内
容和传播谣言行为失去生存空间。

四是建立行业诚信机制。鼓励倡导原创性新闻发布，培养具有影响力的品
牌性自媒体。制定自媒体平台行业自律公约，加强自媒体人的自律，塑造行业
自律形象。将违反自律公约的自媒体人列入“黑名单”，行业主管部门将其违法
违规行为记入相关信用档案，造成“一处失信、处处被动”的惩戒效果。

五是加大网民监督力度。对涉嫌造假售假、不当广告宣传、诱导分享欺诈、
发布不实小道消息等不法行为及时举报投诉，大力净化自媒体生态环境。

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网络自媒体也不是法外之地。信
息发布者不能没有底线、无所畏惧，网友们也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打击网络谣言出一份力、尽一份心，共
同营造健康有序、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晨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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