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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农业农村部会同
商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供销
总社等部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
六部门将合力推进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为期
三个月，到2019年春节前取得
明显进展。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的健

康和幸福，吃得健康、吃得安
全，对老百姓来说是大事。然
而，一些农村地区正在成为问
题食品的“消废市场”，伪劣、变
质食品普遍存在。

在偏远农村，不法商贩利用
农村消费水平低、信息闭塞、农
民只注重价格而忽视质量的弱
点，只追求经济利益，将过期或
即将过期的食品低价倾销到农
村市场，安全隐患尤为凸显。农
村小商店分布较分散，使得食品

安全监管面大、量多、线长，地方
有关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鞭
长莫及、力不从心。

不让农村成为“消废市
场”，需要监管执法规避短板。
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
包括经营安全。曾有分析认
为，农村地区之所以成为“消废
市场”，看似是因为消费者意识
淡薄，才造成问题食品横行乡
里。可事情却恰恰相反，如果
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能把假冒伪

劣食品从源头上堵住、从流通
上截住，农村的消费者怎么会
有机会买到问题食品？由此可
见，问题食品扎堆农村的主要
症结，并不在消费环节。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对此，六部门
将对农村食品市场开展一次全
面扫除，集中力量打击生产经营
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这值得一赞。但要治本，还得加
强宣传培训，强化百姓的食品安

全意识，提高农民的辨别能力。
从法律法规和安全基础知识上
入手，提高农村地区食品制造商
对法律责任的认识，整合监管力
度，构筑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网。

不让农村地区成为“消废市
场”，需要久久为功。相信只要
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
用，不断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定能让犯罪分子如过街
老鼠无处藏身，让假冒伪劣食品
在农村没有市场。

农村地区不能成为“消废市场”
□ 鱼予

□ 一名

这些天，五常大米遇上了烦恼。据说因为市场上冒牌大米
太多，直接或间接导致粮农大米积压，卖不出好价钱，“假李逵急
煞真李逵”。细究一下，自从五常大米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以来，
这种烦恼似乎就没有停止过。不独如此，其他获得地理标志的
产品，诸如阳澄湖大闸蟹、赣南脐橙、洛川苹果等，举凡在市场上
吃得开的，几乎都有同样的烦恼。

货是好货，偏偏被“卖坏”了，问题出在哪里？当然与假冒太
多有关。市场造假是个老大难问题，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好牌子
都吃过这种亏。不过，像大米、螃蟹这样的地理标志产品，在一
个区域内几乎公开假冒、尽人皆知，并不多见。这里面，当然有
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比如地理产品通常按照行政区划申报，
与之临近的地区，可能自然条件一样，产品质量不相上下，“傍名
牌”者就有些理所当然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地理标志产品是在某个特定区
域内生产出的某种产品，具有某种突出或特别的优良品质和食
用价值，多数是农产品，是一种区域公用品牌。作为区域公用品
牌，谁来授牌呢？在我国，过去有三个部门负责此事，即工商总
局、质检总局、农业部。国家机构改革后，工商和质检功能合并
了一部分，但原来的三套地理标志管理体系还存在。一块牌子，
三个入口，从源头上就削弱了标志产品的排他性与严肃性，不那
么“高大上”了。

既然是区域品牌，对各地来说，当然越多越好，所以许多地
方对申报地理标志很积极，有的地方还有考核，成为一种政绩，
这进一步催生了地方热情。但是，地方政府对如何维护品牌并
不内行，得到授牌后，有的是本地生产者谁都可以用，有的是协
会出面打理，交钱就行，还有的是上届领导抓了几个品牌，新的
领导就抓别的品牌，对老牌子视而不见。这种短期行为特征，导
致许多授牌后续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假冒之类，好卖的假冒横
行，不好卖的束之高阁，连本地人都不知道。

对区域内生产者，地理标志产品对所有人都是好事。既然
是所有人，就不属于独家，大家都可以“上车”，但谁都没有能力
出面维护品牌，谁出面维护都可能成“无名英雄”，做无谓牺牲，
“搭便车”就不知不觉成为主动或被动选择，先赚钱再说，以致品
牌乱象丛生。同时，很多地理标志产品本身需要不断更新改良，
不然就会慢慢退化。但各自搭车，各顾眼前，有的地理产品会逐
渐品质弱化、名不符实，被其他产品盖过替代了。

再来看舆论关注的一些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年各种假冒贴
牌之声几乎就没有消失过。但年年飞花花相似，就需要探究一
下原委了。农产品生产的核心环节，在于龙头企业、专业协会与
专业大户，所以要抓住这几个源头，治外必先治内，有针对性地
解决他们的问题与困难，先解决造成假冒的内部混乱问题。怕
的是这位刚开头就调走了，下一位另起炉灶，本来很多假冒现象
就是内部各占山头、一盘散沙的外化，结果每届都只抓住表象嚷
嚷，老问题由此就岁岁年年留下来。

因此，好产品要卖好，从下游终端来说需要加大打假力度、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从上游来说，还是要做好自己，别让短期行
为毁了产品，毁了市场。好产品“卖坏”，问题和原因很多。但
是，问题再多，只要真抓真干，每年解决一点，每年化解一个，该
管的管到底，该放的放到位，一年接一年，一届接一届，老话题终
会得到新解答。不下真功夫，不谋划长远，一块牌子很难“吃到
底”。与其年年在“风口期”站台亮相喊口号，不如下功夫扎扎实
实把自己做成四季的风景。当然，这说的不只是农产品。

“好大米”为什么卖坏了

当下，如何建立小餐饮的
监管模式是全国共同推进的制
度建设。在应对小餐饮起点
低、数量多、执法人员少等共性
问题时，浙江省通过打造小餐
饮治理的“浙江模式”，用规范
的立法和高效的监管回应了行
业发展、便民服务等多元诉求。

专题立法，体现浙江特
色。小餐饮是“城市烟火气息”
的重要体现。但不可否认的
是，小餐饮存在数量多、流动性
大、卫生条件差等监管问题。
对此，浙江省从立法层面对如
何有效监管小餐饮进行了反
思，并确定了以下内容。

第一，依法明确小餐饮的
定义。《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根
据以往实践经验，小餐饮应纳
入“等”字的范畴。因此可通过
地方法规规范小餐饮的监管。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
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
定》对小餐饮进行了明确定义：
有固定场所，使用面积不足50
平方米，经济内容简单，对主体
不加限制。根据该定义，符合
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都可
以登记小餐饮。

第二，小餐饮登记时，赋
予其选择的空间。简化、降低
小餐饮准入门槛是国务院“放
管服”的要求，也是回应监管
一线的必然选择。对此，浙江
省通过立法手段规范了小餐
饮的登记准入制度。实践中，
主管部门尊重经营者的选择
权，保障其经营自由。对于符
合条件的经营者，一方面降低
其准入门槛，即登记准入；另
一方面，也允许并积极引导其
提高自身条件，申请食品经营
许可证。引导式的监管既保
证了经营者的选择权不受损
害，又保证了餐饮业内的主体
多样性。此外，积极引导经营
者办理经营许可证，也可以避
免其一味地追求低门槛，从而

提升餐饮行业整体发展水
平。就登记而言，制度要求
经营者必须要取得营业执照
之后再进行备案登记，并明
确对于无营业执照无登记的
小餐饮应按照无照的情形进
行处罚。

第三，放开限制，允许登
记的小餐饮在网络上经营。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必须要取得经营许可证。浙
江作为网络经济较为发达的
省份，对于小餐饮能否在网络
上经营，保持一种审慎监管的
态度并开展先行先试。地方
相关法规中，明确指出了小餐
饮可以在网络上经营，但前提
是在备案材料中加以说明。
此举既能支持新生事物的发
展，又能使监管部门根据备案
材料和登记情况开展有效监
管。截止到2018年10月底，浙
江全省备案登记的小餐饮有
16万多家，在网络上经营的有
4万多家，占25%左右。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体现
浙江规范。浙江省对小餐饮
实施宽进严出的政策，主要通
过事中事后监管来确保食品
安全。

其一，事后及时管理。相
关规定明确监管部门要在小餐
饮进行备案登记之后的一个月
内，对其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并依据具体的备
案登记情况，重点检查经营场
所面积、安全状况以及是否存
在禁止经营等问题。

其二，动态分析管理。小
餐饮监管工作包括实施禁止目
录，即将一些食品安全风险较
高、经营条件难以达到相应标
准的业态列入禁止经营目录，
比如自酿酒、鲜奶吧等。换言
之，如果经营者经营上述目录
中的业态便应被认定为是无证
经营的违法行为，罚款起点为5
万元。此外，通过立法授权，省
级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
动态调整，实现风险动态把

控。这一授权的意义在于提高
行政效率，使动态调整更加及
时。毕竟相比地方立法，部门
的规范性文件更具时效性。

其三，透明公开管理。根
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的有
关规定，省监管部门制定了执
法全过程的规范，并配备了相
应的摄影摄像设备，对监管全
过程进行记录，实现了执法情
况可查询、可还原。

创新管理，体现浙江效
率。小餐饮的监管问题突出
了两个创新方向。一方面，浙
江省按照国务院精神，在全国
范围内首次以立法方式明确
了“双随机”抽查。与此同时，
主管部门积极梳理小餐饮的
监管清单，制定监管标准，推
进市场领域按标准监管、一次
到位的抽查模式，大大提升了
小餐饮的监管效率。另一方
面，创新三大监管载体，提高
网络点餐的安全保障水平。
这包括：一是同“饿了么”等平
台开展食安封签项目，其主要
要求是商户在出餐之前使用
统一的封签进行分装，并在骑
手配送的过程中确保封签完
好无损，避免外卖食品在配送
过程中受到污染。目前全市
一共有 3000多家小餐饮使用
了食安封签。二是推动网络
餐饮后厨阳光可视。在此基
础上，饿了么、美团等手机终
端的应用可以直接接入阳光
项目，以便消费者实时观看外
卖商家的后厨。三是搭建智
慧监管平台，运用网络订餐大
数据抓取服务系统，助力网络
点餐科学高效监管。今年以
来共下架问题商户1700余家，
有效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

综上，浙江省对小餐饮的
监管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存在一些
不足和困扰，后续将进一步通
过自下而上的层级沟通和自上
而下的部门指导，加强小餐饮
的依法治理工作，确保群众的
饮食安全。

浙江省小餐饮治理的立法与监管实践
□ 阮颖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