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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市场监管

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告发布
本报讯 6月25日下午，由国

务院食安办指导，中国健康传媒
集团主办的“2019食品安全谣言
治理行动”论坛在京举办。论坛
上发布了《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
治理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按谣
言传播量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食用农产品类谣言、加工食品类
谣言、餐饮食品类谣言和其他类
谣言。其中，食用农产品类谣言
的传播量最大，占比57％，水果

类和蔬菜类占比较大;其次为加
工食品类谣言，占比33％。

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
新趋势

《报告》显示，2018年谣言
的特征是通过对2018年食品安
全谣言分析发现,谣言主要具备
“旧谣新炒”“季节性”“用癌‘站
台’”“对国外信息夸大谣传”等
特征。其中，用癌“站台”、对国

外信息夸大谣传等成为新趋
势。造谣者经常围绕致癌物大
做文章，将可能致癌的成分与一
些常用食品相关联，混淆公众视
听。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对国
外信息的谣传有拾头趋勢。一
些背景复杂的自媒体为牟取利
益或煽动情绪，将国外报道、文
章奉为谣言创作与传播的“法
宝”。公众对国外信息的知晓程
度更低，当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加
时，谣言可操作的空间便会很

大。加之一些所谓的国外科研
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看似非常“高
大上”，公众的信赖感更高。因
此，这类谣言的危害性更大。

女性更易采信食品安
全谣言

对于食品安全谣言的易感
人群，报告也做了分析并设计了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女性较男
性采信食品安全谣言程度更高；

受教育程度对于食品安全谣言
接受程度的影响显著；乡村人口
较城镇人口更易采信食品安全
谣言；中、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
群体更易采信食品安全遥言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针对制造及散播食品安全谣
言者，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5人、行政拘留65人、罚款11
人、封号1人、警示教育8人。对
食品安全谣言的惩戒力度进一
步加大。

本报讯 赵奕昕 记者冯文亮
为展示食品安全风险监控、检验
检测领域的技术成果和先进设
备，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科学
认知水平，6月20日，中国肉类食
品综合研究中心组织市民代表现
场体验食品检验检测工作，零距
离了解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及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也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中，检测中心负责人郭
文萍 介绍了中心的发展、中心在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检验方面所

做的工作；李莹莹主任介绍了目
前肉类食品的鉴别等先进科技技
术。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市民代表们深入食品检验实验
室，实验室人员介绍了亚硝酸盐
在肉制品中的作用并现场演示测
定过程；介绍了高分辨质谱对猪
肉中潜在的兽药残留进行高通量
筛查的实验过程，食品微生物繁
殖、食品保存等知识；现场演示了
拉曼光谱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以及餐具等食品相关产品表面积
的测定过程。此外，工作人员还

邀请市民参观中心科研实验室并
参与互动，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
红外快筛技术快速检测肉类新鲜
度、如何利用计算机视觉系统快
速判定猪肉的储藏时间，并观看
VR全景视频体验走进西式发酵
肉生产车间，了解生产过程。

食品安全科技“公众开放日”
活动的开展，不仅宣传了中心食
品安全检测和科研的技术现状，
还普及了食品安全检测的相关基
础知识，强化了市民对食品安全
科学的认知水平。

本报讯 黄倩 夏季是烧烤、啤酒等食物销售的旺
季，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为保障夏季食品
安全，6月20日晚，朝阳区奥运村食药所联合街道城
管、工商所等相关部门，在辖区开展老人错峰覆盖式
巡查。

此次巡查重点检查餐饮聚集区域，各部门依据
职责开展检查工作。奥运村食药所执法人员对餐饮
单位进行检查，检查其证照公示、食品索证索票、进
货查验、食品及原料储存、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加工
操作等内容。重点检查用于烧烤的肉类和花生、毛
豆、鲜榨饮品等夏季热销食品，同时，督促餐饮服务
经营者加强食品原料购进储存和加工管理，严格按
照规定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下一步，奥运村食药所将根据辖区特点开展专项检
查，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是指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或
医疗状况等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
营养需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
态配方食品，不属于药品、普通食
品范畴。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
健作用；不得宣称具有益智、增加
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
功能性。家长不宜擅自给宝宝食
用特医婴儿配方食品，应在医生
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给特殊医
学状况宝宝食用。

那家长该如何为特殊医学状
况宝宝选购适合的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呢？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提示消费者：

（一）查标签
包装上必须标注的内容包

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
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
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
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进口商品除外）、营养成分
表、注册号、食用方法、适宜人
群信息；还应明确注明特殊医
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类别
（如：无乳糖配方）和适用的特
殊医学状况。早产/低出生体
重儿配方食品，还应标示产品
的渗透压。可供6月龄以上婴

儿食用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应标明“ 6月龄以上特殊医
学状况婴儿食用本品时，应配
合添加辅助食品”。

此外，包装上应明确标识“请
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
用”；不能有婴儿和妇女的形象，
不能使用“人乳化”、“母乳化”或
近似术语表述。

注意不要购买或食用无标签
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掩
盖、补印或篡改日期的产品。

（二）看重点
看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为“特殊医学用

途婴儿配方食品”或相应的描述
产品特殊性的名称。

看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应以“方框表”的形

式，按照在每100kJ（千焦，热量单
位）和每100g（克，重量单位）中的
含量标示，也可同时标示在每
100mL（毫升，体积单位）中的含
量，并按照能量、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可选
择性成分等类别分类列出。根据
患有特殊紊乱、疾病或医疗状况
婴儿的特殊营养需求，结合配料
表、营养成分表，判断该产品是否
能满足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营养
需求。

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这是选购所有食品都要重点

关注的信息，应选择保质期内产
品，并优先选择生产日期距购买
日期较近的产品。

看食用方法和适宜人群
应按照包装标示的食用方

法、每日或每餐食用量，以及调
配方法或复水再制方法正确食
用；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是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或医
疗状况等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
营养要求，专门设计制成的粉状
或液态配方食品，应在医生或临
床营养师指导下给特殊医学状
况宝宝食用。

看贮存条件
标签上应标明产品贮存条

件，有的还会注明开封后的贮存
条件。如果开封后的产品不易
贮存或不宜在原包装容器内贮
存，应有特别提示。消费者可以
据此判断家中是否具备相应贮
存条件。

看使用说明
标签上应标明产品使用、配

制指导说明及图解。当包装最大
表面积小于100cm2（平方厘米，
面积单位）或产品质量小于100g
（克，重量单位）时，可以不标示图
解。指导说明会对不当配制和使
用不当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给予
警示说明。消费者在使用时应重
点关注。

（市市场监管局）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消费提示

成功举办食品安全科普活动奥 运 村 食 药 所 联 合
执法保障夏季食品安全

本报讯 赵立仪 沈子君 近期，东城区市场监管
局对王府井商圈、簋街商圈等商业街区的餐饮单位
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餐饮单位的人员
健康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原材料进货的索证索票、
贮存条件及餐饮具消毒情况、“阳光餐饮”工程落实
情况等，确保食品加工过程安全、用具和餐饮具消毒
到位，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对照商家在外卖平
台上线店铺信息，核查是否存在证照地址线上线下
不统一、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等情况，确保网络订餐
安全。

检查中发现，辖区内各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制度落实
情况良好。绝大部分餐饮单位“阳光餐饮”视频点位摄
像头、视频显示器正常，展示情况良好，可视厨房没有遮
挡，操作间情况清晰可见，信息公示齐全到位。对9家
存在未及时打开“阳光餐饮”视频、角度有偏差、设备因
水蒸气影响而造成视频输出效果模糊等问题的餐饮单
位，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其整改到位。

夏季温度高、湿度大,微生物易于生长繁殖和产
生毒素,容易导致食物中毒及食源性疾患的发生，是
食品安全风险度较高的季节。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运
用“错峰执法”模式，对辖区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开展持
续专项监督检查。截至目前，已出动358人次，监督
检查餐饮单位178户，未发现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刚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在
日常监管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阳光餐饮”工程的覆盖
区域，开展“回头看”核查，对发现的违法问题坚决依
法查处。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
专项检查餐饮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