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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不是搭一个市场
化的架子这么简单，还要做好各
种细节问题。要从田间地头到
餐桌，一环一环做起，环环相扣，
其中有一环有漏洞，就可能被钻
了空子。

近日，上海市公布了中芯
学校食品安全风波调查结果。
经查，民办中芯学校食堂存在
蔬菜霉变、半成品提前标注加
工日期、调味品和半成品超过
标注的保质期限等问题，已对
涉嫌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
上海怡乐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查实违法行为将依
法从严从重处罚。如在调查中
一旦发现学校和企业利益输
送，将严惩不贷。

发霉的番茄、“早产”的猪
皮、沾着洗洁精的餐具，还有提
前3天泡发的木耳……而这竟
然是给学生准备的食物，民办中
芯学校暴露出的食品安全，再次
突破底线。

这件事的首要责任当然在

涉事的餐饮企业身上，食品安全
问题，与谋财害命无异，拿正在
发育成长中的中小学生下手，更
是恶毒之极。这样的企业理应
重罚，不仅要没收它的违法所
得，还要追究责任。食品安全法
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有明文规定，
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许可证，不
能让问题企业轻松过关。

至于怡乐公司内部到底出

了什么问题，是企业有目的的统
一行为，还是某些员工挖墙脚，
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这件事一
开始原本是在规范化的轨道里
运行的，高标准的餐费、知名的
学校、专业的配餐公司，供应商
也是家委会参与选出来的，一切
看起来都是无可挑剔的，可为什
么种下的龙种最后收获的却是
跳蚤，就很值得寻思了。

新闻中有一个细节颇耐
人寻味，家长在为餐饮标准过
低维权时，提出要去食堂看
看，校长和供应商都同意，这
是否意味着，食堂问题的严重
性和失控状态也同样出乎了
他们的意料？

可见，食品安全不是搭一个
市场化的架子这么简单，还要做
好各种细节问题。光有一套现
代化的生产设备，光靠几个制度
还不足以让食品安全起来，要从
田间地头到餐桌，一环一环做
起，环环相扣，其中有一环有漏
洞，就可能被钻了空子。

生产设备现代化了，人员管
理有没有现代化呢？高层信誓
旦旦，但一层层的员工能不能做
到诚信？任何一项管理制度最
终都要落实到人头上，人管好
了，食品就能安全起来，人管不
好，注定会出问题。

就像这起事件中，偷工减料
就快写在脸上了，食堂里那么多
触目惊心、不加掩饰的过期霉烂

食品，居然没有引起警惕。
正因为环节太多，监管更得

时时在线。学校的供餐企业，当
然学校是第一监管人，学校管理
人员和老师每天都要接触这些
食品，当然对情况更了解。很难
让人相信，24元的餐费标准，竟
然只能吃这么简陋的东西，这样
的事正常吗？

家长屡次向学校投诉，可见
出问题不是一两回了，学校方面
对此毫无察觉很难让人相信，难
道从校长到老师，一个个都是不
食人间烟火，不知米价肉价的
人？或者正如通报中所指出的，
有可能涉及利益输送问题而选
择睁只眼闭只眼？

还有监管部门，问题发生
了，又是检查又是处罚，这当然
是必要的，可是如果能在发生问
题之前防患于未然，不是更好
吗？食品安全不比别的行业，发
现问题之时往往已经铸下大错，
不能被动地等待，而应该积极地
作为。

确保食品安全 一环都不可缺少
□ 高路

近期，广东省消委会组织暗访调查
了100家餐馆，发现近半数餐馆仍设置最
低消费，包间最低消费收费幅度由100多
元到数千元不等，具体形式也五花八门，
如一些餐馆根据包间大小、景观等分别
设计“低消”标准。

餐饮最低消费问题由来已久。当
前，最低消费已不局限于高档中餐馆，西
餐、火锅店等均有涉及。虽然不少餐馆
取消了最低消费，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
各式各样的费用，包括包间费、指定消费
高价菜、收取高额茶位费、限制特价菜消
费、提高菜式价格等等。

设置最低消费，强制消费者消费超
出其实际需要的餐饮，既侵害了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强制消
费，同时也违背了绿色消费等国家大力
倡导的消费理念，特别是与2014年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厉行
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精神相悖。

2014年11月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颁布《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
低消费”，这意味着“低消”问题有了明确
定性及制度约束，广大消费者对摆脱“低
消”困扰充满期待。但是，这次广东省消
委的调查显示，一些地方的餐饮行业并
没有实质性改变。

餐饮场所改收包间费、高价茶位费、套

餐费等其他费用，虽然法律没有禁止，但必
须公道、合理定价，并尽到主动、全面、准确
告知的义务，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保
障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否则也可能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益。

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选择权”，有
关部门要积极亮剑，不能让最低消费成
为餐饮行业“痼疾”。由于相关部门执法
监管力量薄弱，缺乏有效执法检查，监管
覆盖不到数量庞大的各类餐饮主体，行
业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查
处，久而久之，发展成为普遍现象。执法
监管是规范市场的根本，因此有关部门
要不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定期组织执
法检查，及时惩戒违法行为，加大商家违
法成本，形成违法警戒效应，逐步规范并
净化餐饮行业市场。

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共同为打造友
好和谐餐饮消费环境发挥作用。餐饮企
业要守法经营，规范定价，确实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行业协会要积极推动行
业自律，制定行规公约，有效制止各种乱
收费行为；消费者组织和媒体要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大胆揭露并监督“低消”等
乱收费行为，持续开展消费教育和宣
传。尤其是广大消费者要增强权益意
识，发挥“用脚投票”的作用，主动抵制最
低消费，及时向主管部门举报，倒逼餐饮
企业主动整改。

近日，黑龙江省物价局发布《黑龙
江省旅游业明码标价规定（试行）》（简
称《规定》），规范旅行社、旅游景区餐饮
业、旅游住宿业等明码标价行为，要求
旅游餐饮经营者实行“餐前消费确
认”。该规定将于2018年11月1日起
施行，试行1年。

针对旅游景区餐饮业，《规定》要
求旅游景区及周边与旅游密切相关的
餐饮业经营者对菜肴进行明码标价
时，应当使用菜谱、菜肴展台价格牌、
墙上图片菜牌、价格本等方式标示，标
示内容包括品名、计价单位、价格等，
不得采用“时价”“面议”等模糊标示。
并且，旅游餐饮经营者应当实行“餐前
消费确认”，在顾客点餐后，将菜品（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标注在二联点菜单
上，现场交消费者签字确认后方可下
单上菜，同时应将结算联交给消费
者。结算时，按照点菜单上消费者确
认的价格进行结算。

近年，各地旅游市场频现宰客事
件。今年1月，黑龙江雪乡一家民宿
被网友曝出房间价格坐地起价、餐饮
价格畸高等问题。2017年12月，有游
客投诉云南一导游采取辱骂、威胁、
不发放房卡及驱赶换乘车辆等手段
强迫8名游客购买商品，该涉事导游
后被判处强迫交易罪名成立，一审获
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2015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青岛发生
“38元大虾事件”引发公众关注，点餐
时确认38元一份的大虾，结账时变成
38元一只。

这些欺骗游客的现象，不仅损害了
游客的利益，扰乱了当地的旅游市场秩

序，更影响了当地的形象，阻碍了旅游
业的发展。

为了保护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扭转
游客心中的不良印象，各地政府也都相
继出台了针对当地旅游问题的整治措
施。2017年3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了《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
施》。这被称为“史上最严”的22条旅
游市场整治措施，明确取消了旅游定点
购物，禁止“不合理低价游”，从购物场
所、旅行社、导游、属地政府责任等7方
面“立出规矩”。

作为服务提供方，各行业协会也发
挥自身力量，号召从业人员进行自我监
督。今年“十一”黄金周前夕，青岛百家
餐饮企业发布诚信公约，承诺明码标
价，杜绝价格欺诈行为，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

各方的努力也换来了成效。据全
国旅游投诉平台12301统计，从去年4
月到今年2月，云南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76.8%。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十一”
黄金周，记者在青岛探访的十余家餐馆
均实行明码标价。

尽管旅游行业乱象整治涉及多个
部门，一些新兴的旅游业态也给监管带
来了一定挑战。但是以上的成功案例
说明，政府出台细致可行的整治措施，
配套执法落地实施，再加上行业自律，
舆论监督，通过市场手段对旅游业经营
者优胜劣汰，旅游景区宰客现象是可以
被遏制的。

黑龙江省《规定》的配套解读目前
正在制定中，希望其可以借鉴其他地区
的成功经验，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落
实措施，让游客开心旅游，明白消费。

□ 一名

不能让最低消费成餐饮业“痼疾”
□ 佘颖

设置最低消费，强制消费者消费超出其实际需要的餐
饮，既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强制消
费，同时也违背了绿色消费等消费理念。餐饮企业要守法经
营，规范定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业协会要积极推
动行业自律，制定行规公约，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

“餐前消费确认”能否
遏制旅游景区“宰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