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抓垃圾、徒手切水果、烂
芒果掺着用、臭香蕉直接榨汁、
隔夜的茶、兑水的果汁……近
日，记者卧底连锁奶茶店甘茶
度，曝光其食品安全问题，连呼
恶心。市场监管部门据此对北
京市甘茶度饮品店开展监督检
查，目前已对其4家门店立案调
查。在浙江，有网友发帖称通过
外卖平台在“粥饭世家”点的餐
品内吃出蟑螂，市场监管部门经
检查，对商家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的行为立案调查(7月7日新华
社、《钱江晚报》)。

涉事奶茶店的制作过程令
人作呕，性质恶劣到工作人员都

坦承“良心过不去”。在食品安
全被一再强调的当下，出现如此
挑战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件，其
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不容忽
视。人们形成“外面的食物都不
干净”的“共识”，实则是对现实
的无奈。为何挑战食品安全底
线的行为屡禁不止？公众食品
安全感该如何保护？

上述事件中的食品安全问
题并非难以解决的技术或经济
难题。只要从业人员秉持最基
本的道德感，严格按照食材标准
选取，保持基本的卫生状况，就
可以悉数避免。但这种自律听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缺乏硬性

约束的行业自律无法保证所有
企业都能坚持合法经营。盈利
的压力可能导致一些企业选择
钻监管和法律的空子，唯利是图
的情况难以仅靠道德遏制。没
有严格的监管和执法，很难形成
强有力的震慑力。

尽管食品安全法经过两次
修改，法律条款的“严”已经深入
人心。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
些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违法成本
较低的问题。诸如上述事件，常
见的惩罚不过罚款数千数万，停
业几个月，再大的莫过于关停单
个门店，这样的惩处力度能否达
到让违法违规者痛改前非的效

果？恐怕不容乐观。而一起食
品安全事件对一个行业乃至一
个城市形象的打击，有时甚至是
毁灭性的，导致人们有了根深蒂
固的“外食不卫生”观念。这又
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违法违规的
“遮羞布”，令食品经营者降低卫
生要求，形成恶性循环。

依法加大违法成本，才能打
破这个怪圈。要用法律手段，让
经营者熟知一个原则，让社会形
成一种氛围：“让危害食品安全
的人无路可走”。危害食品安全
也并非单纯行政违法，有的还涉
嫌刑事犯罪。对于这部分案件
线索，要谨防以罚代刑，加大司

法查办力度，从严惩处。对于涉
及食品行业的法律法规，如从业
禁止、终身禁业、再犯从严从重
处罚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
联合研究，以从严为原则进一步
探索，让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成
本更加高昂。

实际上，最能把控日常食品
安全的应是食品安全监管。记
者卧底、网友自曝，不过寥寥个
案，更广泛深入的监管任务还落
在有关职能部门身上。有了最
严的法律条款，如何落实到执法
监管层面，如何实现最严问责，
应从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入手，逐
步树起群众的信任和安全感。

首都食品安全

05 大家讲坛
2019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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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灿灿

让危害食品安全的人无路可走

□ 李远哲

标价90元的法国进口黑巧克
力实售39元，澳洲奶酪薯片买一发
三，泰国椰汁饮料半价促销……一
段时间以来，不少临期进口食品折
扣店生意火爆。临期食品属于安
全食品范畴，临期不同于过期，实
际上是处于即将到达保质期之前
的临界期。剩余日期短则几天，长
则数月，为购买者留出一定的享用
时间，加上价格相对便宜，这些临
期食品受到部分消费者的青睐。

作为商业上的一个消极概
念，临期往往与库存、损耗联系在
一起。处理临期食品，一直是令
企业头痛的难题。在生鲜超市统
一销毁的“隔夜肉”、甜品店打烊
后丢弃的当日剩余糕点中，不乏
品质尚好的临期食品。一方面，
丢弃与销毁是对商品质量、新鲜
口感的严格把控，是与消费者建
立信任关系的重要举措，但不得
不说，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无疑
也是对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为解
决信任不对称、维护品牌信誉的
付出，还是因为供需信息不对称、
商品销售不畅而承担的沉没成

本，如何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降
低成本，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意义上，临期打折食品
能成为一门另类的火爆生意就不
难理解了。临期食品市场的出现，
既盘活了企业库存，还以较低价格
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味觉体验。其
本质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
便利的零售网络发挥作用，降低了
信息、信任不对称带来的问题，链
接起长尾市场上的供需两端，将销
售临界期转化为消费窗口期，从而
激发出新的商业机遇。

处置临期食品是一个世界性
问题。毕竟，在食物管理方面，仅
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不免出现
低效甚至失灵的情况。据统计，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价值达上万
亿美元，重量超过13亿吨，而临期
食品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法国政
府曾出台法令，将临期食品捐赠
给慈善团体；日本知名便利店品
牌对消费者购买临期食品的行为
予以奖励；而中国涌现出来的临
期食品卖场无疑是一种新的有益
尝试。以不同方式从数量庞大的
临期食品中挖掘潜力，为减少资
源浪费提供了空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保证临期食品质量，才能让人们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我国工商
管理部门曾明确，临期食品在售
卖前应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
一些地方针对不同食品设置了
“食品保质期临界”的标准和明确
期限。此外，有关部门还应制定
临期食品回收、交易规范，及时检
查临期食品商店的经营资质和进
货渠道，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进货
查验记录和保质期标识，对于不
法商家隐瞒临期食品信息、翻新
销售过期食品等行为严惩不贷，
为临期食品交易筑牢根基。

当然，作为流通环节中的止
损手段，临期食品打折销售是对
资源的再次配置，如果成为多数
人的消费选择，或将损害原价商
品的销售。因此，从厂家生产、商
户进货层面入手减少浪费才是治
本之策。可喜的是，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与食品生产、消费
场景的深度融合，基于历史数据
和用户偏好作出消费预测成为可
能。借助技术的翅膀，一个按需
生产、科学订货、供需趋于平衡的
市场格局将更加可期。

“临期食品”提出消费新话题
□ 白军帅

一切文化都有时代特征，餐饮文化也如此，它总是一
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
影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说，先进的文化必须具备：
强烈的时代性，以研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为主；鲜明的开
放性，善于吸纳中外先进文化成果和推进中外文化交流；
明显的前瞻性，发展适应社会经济未来需要的文化；突出
的民族性，要发展具有本民族特性的文化；充分的科学
性，积极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反对迷信与玄学；极强的群
众性，必须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为绝大多数民众
服务。

如果我们用先进文明这个尺度衡量，那么，我们可以
说，我国的餐饮文化建设与形势的要求差距很大。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餐饮文化研究出现了繁荣复兴的新局面，
各种饮食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刊物纷纷呈现，但是我们
发现，研究当代食文化和中外食文化交流、餐饮文化与餐
饮企业结合的内容很少。餐饮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厚古薄
今的现象，造成了餐饮文化严重滞后于餐饮企业发展的
局面，由于得不到与当代餐饮企业相适应的先进餐饮文
化的指导，我国餐饮企业的菜肴设计制作、餐饮环境营
造、餐饮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都受到制约，大大削弱了
我国餐饮业的竞争力。

要解决餐饮文化严重滞后于餐饮业发展的问题，首
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先进的餐饮文化”。先弄清先进餐
饮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并积极加强先进餐饮文化的建设，
才有可能做到餐饮企业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

什么是先进的餐饮文化呢？一是全面提高餐饮企业
的厨艺、服务以及管理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使他
们能熟悉并逐步掌握餐饮卫生、营养、食品安全和现代餐
饮企业管理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同自己的业务实践结
合起来，在实践中努力摸索创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先进餐饮文化；二是强化对餐饮企业的行业现代化管
理，加紧制定并推行不同等级餐饮企业的环境、卫生、服
务、产品质量、管理等各项技术标准，如餐饮企业的厨房、
餐厅建设的标准，厨艺、服务、管理人员的上岗执业标准、
业务标准等，逐步实现对餐饮企业的标准化管理；三是餐
饮企业应创造条件逐步设立营养师、食品卫生和安全监
督员等职能人员，确保提供的食品安全、营养、卫生、美
味；四是逐步建立符合卫生要求的就餐方式，积极推行分
餐制、公筷制，建立餐饮食品的现代化营销方式。

按照这个目标，努力把先进餐饮文化建设起来，我们
的餐饮企业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才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和人们的需求变化不断创造出新
的餐饮文化，实现餐饮文化发展的不断与时俱进。

餐饮文化发展要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 张楠之

广西贵港是大西南出海通
道的重要门户，有着驰名海内外
的特色农产品。但是，由于气
候、市场信息滞后等原因，这里
的农产品时常滞销。近些年，当
地电商、物流、金融等多方力量，
打造出一条“农货上行”的生态
链，实现了果农、邮政、电商企
业、电商平台多方共赢，也创造
出了“电商+物流+金融一体化
发展”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涌现出了一批返乡创业
的“新农人”，他们利用互联网，
依托家乡的土地，通过电商平台

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时光倒退二三十年，再富有

想象力的人对未来农业的想象，
也大都仅限于机械化更广泛的使
用或者自动化种植得到普及等，
至于动动鼠标就可以实现农产品
从地头到餐桌的直达，是处于想
象之外的事。

机械化与自动化的普及，
于农业而言，是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站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
再度审视这一过程，我们会发
现，农业领域真正革命性、颠覆
性的变革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机械化与自动化解决的是
种植的效率问题，却无法解决

从田间到市场、从地头到餐桌
的飞跃。而正是这一跃，才从
根本上决定着土地价值的变现
与农户利益的实现。

变革的时代需要顺应时代、
勇于变革的人，比如像贵港的赖
志福、李文峰这样的“新农人”。
不断转换思路，联合商务局、农
业局、扶贫办、邮政储蓄银行等
部门，发起成立产业联盟，实现
了农民、合作社、电商企业联盟
内的无障碍连接。在自己事业
发展的同时，也帮助贫困户脱贫
致富，带动起了家乡特色农产品
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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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网的“新农人”为乡村带来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