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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广德县工商联官方
网站日前发文称，广德将申报
“火锅之乡”。此举引发舆论关
注，不少网友提出质疑，“如果安
徽广德成为火锅之乡，那重庆、
四川往哪儿摆？”安徽省烹饪协
会秘书长李正宏表示，广德县
“火锅”即当地土语中的“锅子”，
与川渝等地的火锅有所区别。
有专家指出，当一种风俗和文化
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来划
分和命名，不仅起不到真正的促
进作用，甚至还会浪费资源，加
剧地区之间的矛盾。

虽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吃

火锅的民间习俗，可是一般人提
起火锅，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重
庆火锅、四川火锅。因为重庆、
四川两地的火锅名气大、味道
好，在全国遍地开花，已凭借着
强大的市场效应，成为火锅的代
名词了。显然，在重庆、四川尚
未申报“火锅之乡”名号之际，名
不见经传的安徽广德想抢先申
报“火锅之乡”，自然会令广大网
友认为是在制造话题、蹭热点，
以此给广德“火锅”造势罢了。

据广德当地居民介绍，当地
“火锅”是一种日常饮食，乃是将
食材用大火烧熟，再用锅小火慢

炖，“和大家理解的火锅完全不
是一回事儿”。既然与市场约定
俗成的火锅概念不同，广德锅子
又何必抱火锅大腿，非要申报认
证“火锅之乡”，做好自己的养生
锅不好吗？

火锅历经多年的发展，已形
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消费者
众多，重庆火锅、四川火锅的霸
主地位亦经过全国消费者检验
认可，并非毫无来由的。其他地
方火锅虽然也有销售，但市场影
响力微弱，基本上都在本地生
存，很难拓展到外地。广德“火
锅”也是这样，除了本地人知道

和食用外，其他地方没多少人知
道。不少网友说，在申报“火锅
之乡”的事被网络曝光后，自己
才知道有广德这个地方，更遑论
所谓的广德“火锅”了。

火锅市场那么大，竞争如此
激烈，有重庆火锅、四川火锅两
座大山挡在前面，其他地方火锅
都难以抗衡，广德锅子正面硬抗
的话，岂不是在蚂蚁撼树，太自
不量力了。倒不如实施差异化
生存战略，全力推销广德养生锅
的概念，先占据这块细分市场，
形成一定的实力后，再去挑战巨
头，如此进可攻退可守，才是以

弱战强的道理。
按申报流程，申报单位需向

中国烹饪协会递交申请函，并经
过逐级审核、考察，耗费数月时
间和百余万费用，才能走完整个
流程，还未必能够通过命名。而
且，这种行业协会颁发的“权威
命名”，操作空间太大，基本上沦
为行业自娱自乐的玩意了，并不
一定被消费者认可。显然，广德
“火锅”即便申请到“火锅之乡”
的命名，也只是烹饪行业内的一
种“游戏”，究竟能否被消费者接
受，则要拉出来遛遛，通过市场
检验才行。 （北青报）

“火锅之乡”命名认证需过市场关

近日，有举报称一幼儿
园发给孩子的月饼生产日
期为2017年9月，已过保质
期。后经当地教育局相关
人员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证
实，系月饼生产日期标签
误贴所致，月饼实际上并
未过期。即便这种说法是
事实，也暴露出诸多管理
漏洞。

标签信息是食品的身
份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信息是甄别食品品质、
监督食品以及维权的主要
参照，也是食品安全监管
的一项重点。对于食品标
签信息的规范性，法律有
严格规定。食品标签出现
差错不仅能误导消费者，

误导监管，还易引发市场
混乱，给一些不法食品生
产经营者浑水摸鱼提供机
会。“穿越月饼”标签上的
生产日期信息与月饼的实
际信息不符，根本没有上
市销售的资格。

食品安全监管有多道
防线，仅就“穿越月饼”而
言，第一道防线是企业自
检，第二道防线是市场监
管对生产领域的检查，第
三道防线是市场监管对流
通领域的检查，第四道防
线是流通领域商家的进货
查验，第五道防线是幼儿
园的进货查验。“穿越月
饼”能够一路穿越成功，直
抵孩子们的餐桌，被家长

发现后才被喊停、被曝光、
被查处，说明各条食品安
全防线都失守了，均存在
薄弱环节。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及
孩子们的食品安全更是天
大的事。畅通无阻的“穿越
月饼”更像是对食品安全防
线的一次挑衅或检验，希望
各地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都能够从“月饼穿越”事
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地
查找问题，封堵漏洞，进一
步健全监管机制，用责任
心、用扎扎实实的监管动作
筑牢每一道防线，督促、倒
逼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食
品安全第一责任，把住食品
安全关。

在高消费的北京，10元盒饭
的确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但借
助媒体暗访，这些10元盒饭令人
作呕。据报道，卫生差厨师光膀
子炒菜，不停地下菜、翻炒、出锅，
忙的不亦乐乎；待炒的生菜随意
扔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厕所里洗
菜马桶边是豆芽；馒头加工窝点，
由于室内温度过高，操作人员早
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时不时就直
接滴到了刚刚出锅的笼屉上……

尽管商家一再声称卫生没有
问题；恐怕倘若让食客们知道这
样的生产条件，十有八九会没有
食欲。而且，执法人员介绍，这4
家黑作坊不具备从事食品生产
加工的条件，且均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不过，
这样的“小产业”也并非形成一
两日了，缘何没有早日被发现，
乃至依法取缔，恐怕与监管失察
不无关系。

10元盒饭沦为“黑盒饭”是
暴利使然。据了解，10块钱一份
的一荤两素的盒饭，实际成本
不到6块钱，卖一份他就可以挣
到 4块多钱。而且据“业内”人
士介绍，盒饭市场很大，只要做
出来，根本不发愁卖不出去。
越是高档的写字楼，盒饭的需求
量越大。这也就纵容了一些人
目无法纪，甚至是被罚之后也屡
屡再犯。

“黑盒饭”流入饭桌无疑是可
怕的。比如，据8月14日早7时，
北京市朝阳区食药监局十八里
店食药所联合属地派出所、城管
部门，主动出击，对这4家制售快
餐盒饭的黑窝点进行依法取缔
现场来看，共查扣盒饭400余份，
食品原材料100公斤。足见其每
日的生产量与销售量不少，这些
无异于是送往消费者餐桌上的
“炸弹”。

消费者是无辜的，尤其是这
些在写字楼里的消费者，看似是
“白领”但他们的打拼也不容易。
人心换人心，这些非法商家伤害
这些劳动者又于心何忍？“黑盒
饭”由于没有任何加工资质，早已
成为执法部门治理打击的重点，
但相关部门更须将打击力度用在
平时，唯有严管严打不懈怠，非法
经营行为才会消弭乃至绝迹，老
百姓餐桌才有安全可言。

因此，借助媒体暗访的力量，
相关部门可以对不法行为实施
精准打击。但是，食品安全卫生
事关人命，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
应该当好食品卫生安全的“守护
神”。比如，对于非法经营摊贩
应及时举报处理，相关职能部门
更须强化执法，行业自身也不能
缺失净化，消费者也应多些维权
意识……10元盒饭才会“白”起
来，放心消费也才不是奢谈。

近日，河南一小学营养
餐被曝质量低下，引发诸多
质疑。但同时也有人关注
到，有多所相对落后地区的
小学却长年坚持在微博公布
学生每日餐食的品种与账
目，这些学校一时间引来诸
多赞誉。记者了解到，这几
所学校都在使用“免费午餐”
项目捐助的费用来供给学生
日常的餐食。

管理模式的差异，结出
了不同的“果实”。显而易
见，营养餐应学习“免费午
餐”项目的管理模式，采取公
开透明的方式，通过视频、图
文等形式，对每天的餐食供
应进行主动公开，邀请家长、
社会人士和网友共同监督，
以堵住营养餐的管理漏洞。

2011年，国家启动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

排1200多亿元改善学生营
养，并安排300亿元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学校
食堂建设。截至2017年年
底，全部实现国家贫困县营
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目标，
3700万贫困地区学子受益。
按照营养餐的标准，每天每
个学生补贴为4元，大都由
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公开招
标合格餐饮公司，负责营养
餐的制作、配送。

可是，营养餐问题频频
发生。各地实施的营养餐
项目管理缺失，餐食信息不
透明，将公益性的营养餐变
成营利项目，导致乱象频
发。以江西万安营养餐变
质事件为例，涉事的餐饮公
司，曾因“擅自改变许可证
类别制售凉菜并经营标识
标签不全食品和未及时清
理超过保质期食品”而被处

罚，这样一家有“前科”的公
司，却能经过多轮招投标中
选，可见猫腻之多。

事实上，“免费午餐”项
目发起之初，也曾遭遇过造
假的困扰，经过多次探索磨
合，最终采取学校微博公示，
家长和社会人士、网友共同
监督的模式，达到低成本公
开、高效率监督的效果，从而
彻底堵住了人为造假漏洞。

虽然每天每一个学生的
营养餐、“免费午餐”仅有数
元，但聚沙成塔，仅靠自觉意
识不够，也是非常无力的，唯
有靠严格管理制度，把问题
提前扼杀掉。频频上演的营
养餐丑闻事件，提醒政府和
公众，要汲取教训，将管理抓
起来，把钱和人管住，确保信
息公开透明，方可避免造假
漏洞，让每一分钱都真正用
于孩子身上。

“穿越月饼”是对食安防线的挑衅

信息透明 孩子才能吃好营养餐

10元盒饭别沦为“黑盒饭”
□ 杨玉龙□ 李英锋

10元的盒饭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谓既
经济又划算。而“黑盒饭”加工窝点正是看
中了这一点，生意做得“热火朝天”。记者
近日暗访发现，位于十八里店乡十里河村
的4家盒饭加工窝点藏匿于出租房内，大厨
光膀子露天炒菜，卫生条件非常差。（8月15
日《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