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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调味品行业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上接12版

而对此前争论的焦点之一——可回收瓶的
重容比，在新标准中没有规定。所谓重容比，是
指啤酒瓶的重量与满口容量之比，重容比越大，
瓶子越结实，可回收次数也越多。此前，啤酒行
业希望啤酒瓶坚固耐用、循坏使用，重容比要达
到0.9，以达到保障安全、降低成本的目的。而
另一方的日用玻璃行业则希望推广轻量、一次
性啤酒瓶，减少回收过程中的强度削弱，同时稳
住酒瓶订单。

张国琇和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何
勇均向记者表示，在2008年的讨论中，曾经规
定可回收瓶的重容比要大于等于0.725，此后经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多次组织协调，该内容在新
标准中不再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新标准也不再建议可回收
啤酒瓶两年的回收使用期限，而更注重对可回
收旧瓶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监控。换言之，未来
啤酒瓶将再无“超期服役”这一说法，取而代之
的是通过质量指标来判定啤酒瓶是否可回收使
用。

那如何保证可回收瓶的质量呢？新标准规
定，啤酒生产企业应确保回收使用的啤酒瓶均
为可回收啤酒瓶，并进行质量监控检验，在回收
旧瓶时首先需要对可回收啤酒瓶进行外观初
检。初检合格的可回收旧瓶在灌装时分批使
用，在经过初检、清洗、在线检验后进入待灌装
工序时，应按GB/T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规定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检。新标
准还对可回收瓶的耐内压力、抗冲击、抗热震
性、裂纹4项指标进行了规定，如有一项检验不
合格，则该批次被判为不合格。

何勇表示，近两年来，国内啤酒企业对啤酒
瓶的质量管理工作普遍加强，不少企业将进厂
新瓶检测和在线使用回收瓶抽检工作列入常规
检验制度。而通过科学的常规检测，完全可以
规避啤酒瓶破损的风险。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消费者表示，新标准
的出台还应将消费者安全放在首位，对新标准中
如何真正保证啤酒瓶质量还存有疑虑。（中消协）

夏日炎炎，西瓜、甜瓜、桃等时令
水果大量上市。如何能买到成熟度
高、口感好的水果是消费者关心的问
题。有人心心念念柔软多汁、可以“剥
皮吃”的水蜜桃，有人疑惑为何好果难
觅，我们吃的水果到底是几成熟？

“熟果”要到产地找
“现在一些桃子等时令水果，如

果没到成熟期采摘，会显得干硬、发
涩，水分少也不甜；还有一些外地香蕉
是青色的，没有黄透的情况下吃起来
没滋味。”在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一家
水果摊点，市民李晓明对记者说。

农业农村部水果品种首席分析
师赵俊晔表示，水果成熟度可分为成
熟和完熟。成熟也叫“可采成熟期”，
是指果子达到最大，可以采摘，但食
用品质不是最佳，而完熟期的果实达
到了最佳食用品质。从成熟到完熟
的过程，多数水果可以在树上完成，
也可以在采收后完成；少数水果如芒
果、鳄梨需要采收后完成，有些水果
如香蕉的“后熟”过程通常要辅以人
工催熟。

市场上的水果有几成熟？专家们
认为，苹果、梨、柑橘等耐贮存的水果
通常是九十成熟，桃、杏、李、葡萄、猕
猴桃等不耐贮存的成熟度不会太高。

赵俊晔说，零售市场的国产猕猴
桃、香蕉等普遍不到十成熟，消费者
购买后妥善放置，完成后熟作用之后
食用，而部分进口或品牌香蕉、猕猴
桃，通过合理规划上架时间，可以达
到十成熟。

现实中，果实采摘后一般需要经
过运销、贮藏甚至长时间贮藏才能到
达消费者手中，果实通常都在“可采
成熟期”采收；完熟期的果实不耐贮
运，只有采摘园或者产地近距离销售
才有可能在完熟期采收。

“早采早摘”危及产业长远
日前在江苏省无锡市，阳山水蜜

桃正是上市旺季，线上线下销售繁忙。
“水蜜桃很娇嫩，一般发货是七

八成熟。曾有青岛消费者要买‘寄到
就能吃’的水蜜桃，我们发的是8.5成
熟的，结果快递到了2天后对方才拆
箱，说有烂果要求索赔；还有应要求
寄往常州的8.5成熟的桃，一路颠簸
后效果不理想。”无锡市惠山区阳山
水蜜桃桃农协会秘书长赵逸人说，桃
子几成熟更好，既与何时采摘有关，
也取决于运输条件和食用时间。

合理的采收期是品质的重要保
障。近日，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出现
猕猴桃提前近两个月早采早摘现象，
引起业内关注。

专家们认为，很多水果有相应的技
术规范，但为了早上市抢占市场，不少水
果存在“采青”现象，这在苹果、梨、芒果、
猕猴桃、香蕉、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过早采收的猕猴桃即使经过催
熟，口味淡，果肉松懈，有硬芯，甚至
放烂了也不熟，极大损害了消费者的
利益。对果农和经销商而言，虽然获
得了眼前利益，但是导致整个产业受
损。”赵俊晔说。

品质之道：多措并举破解产销脱节

“很多时候水果何时采摘是经销
商（水果经纪人）说了算，采摘标准不
是品质而是外观和是否耐贮运。”国
家桃产业技术体系鲜食桃品种改良
岗位科学家俞明亮说。

专家们认为，早采早摘的根本原
因是产销脱节，其背后是小生产、大
市场的生产方式。应改变目前生产、
采购、批发、销售各自为政的状态，发
挥当地政府和专业协会的作用，建立
并执行统一的采收标准，建立贯穿全
产业链的品控体系，形成利益共同
体，实现产销一体化。

对此，一些大型农业企业正在积
极探索有效的新模式。

“我们在陕西铜川基地种植的‘未
央2号’桃，采用绿色种植生产方式，在
8.5成熟时采摘，标准是直径7.5至8.5
厘米、单果170克起、糖度14度左右，
全程冷链运输、精细包装，虽然每车运
费增加1000元左右，但因为成熟度和
口感，得到了很多客户认同，是对优质
优价的有效探索。”中化农业品质生活
部产品经理刘忍对记者说。

赵俊晔表示，当前我国农产品消
费升级趋势凸显，今后一方面应推动
本地化消费，发展采摘、农旅结合，另
一方面要通过产地直供、电商途径等缩
短流通环节，提高包装保鲜技术，完善
冷链物流体系。同时，美国的产地直接
对接超市、冷链体系完善，日本的品控
严格、运输距离短、优质优价，新西兰的
完善产后商品化处理和供应链组织体
系等经验，都有借鉴意义。（新华网）

你吃的水果几成熟？
——透视小果子背后的大问题

7月25日，2019年全国调
味品行业食品安全工作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
国调味品协会主办，李锦记酱
料集团协办。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君石、中国调味品协会执
行会长卫祥云、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副
司长陈洪俊、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
理司副司长顾绍平、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研究中心主任王君、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正厅级
特约研究员张守文、李锦记
（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企业事
务总监陈姝，以及来自政府部
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生
产企业的专业人士等100余人
参加此次会议。

此次座谈会主要内容包括
国家有关部门2019年食品安全
相关政策宣贯、调味品行业食品
安全风险因素前瞻性研讨、食品
安全管理经验探讨交流与分
享。会议介绍了正在制修订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工作进度情况并征集与会代表
意见。

大会致辞

中国调味品协会执行会长
卫祥云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并
做主题发言。卫会长围绕食品
安全座谈会的意义、调味品行业
发展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
面发表见解，为调味品行业发展
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一、协会每年召开若干次专
业会议外，还有三大会议，都集
中在下半年。一是全国调味品
行业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二是
全国调味品行业科学技术交流
大会；三是中国（国际）调味品及
食品配料博览会。

此次的会议是中国调味品
行业一年一度的食品安全管理
例会；是一次学习思考和政策交
流的会议；是一次政府、企业和
协会共同研究探索食品安全管
理工作对接的会议。

二、我国调味品行业的情
况。一是请看最近发表的《消费
升级中的调味品产业发展趋势
分析》一文；二是告诉大家：目前
我国调味品行业发展良好，但我
国调味品企业的集中度还不

够。海天味业、李锦记、老干妈、
太太乐和美味鲜五家大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也就是20%以上。
最大的海天味业的销售额还不
足200亿人民币。而国际上雀
巢、百事等企业的规模已达600
亿美元以上。日本龟甲万的规
模在60亿美元以上。

所以说，我国调味品行业食
品工业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任
重道远。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
认真思考，共同应对。

三、通过研判与讨论，对已
经解决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
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交流碰撞，
提出解决办法，提供制定政策的
依据，尤其是要广泛听取不同的
意见和建议。

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
司企业事务总监陈姝代表协办
单位致辞，她表示李锦记非常荣
幸能够从初始到现在连续11年
支持和协办一年一度的调味品
行业行业盛会。

政策宣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
准技术管理司副司长陈洪俊通

报和解读《2019年食品安全重
点工作安排》等食品安全管理最
新政策及下一步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计划。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
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
顾邵平介绍产品质量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内容调整及管理工作。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究中心
主任王君解答对具体标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执行过程中有关
标准标注日期、产品定位等事项
的疑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于航宇老师介绍有关食品包
装方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
情况，并表示会公开征集企业
意见。

专家观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以
“当代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为
题做专题发言，他结合调味品行
业特性发表了前瞻观点。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正厅
级特约研究员张守文做了题为
“调味品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风险控制”的演讲，并表示中国
调味品协会在保障行业食品安
全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企业交流与标准研讨

食品安全管理经验探讨环
节，来自李锦记（广州）食品有限
公司品质保证部的副经理罗友
明做了题为“一种食品安全新的
监控方法”的演讲，分享了李锦
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

标准制修订工作讨论环节，
标准工作组代表介绍了11项标
准目前的情况，并重点通报了
2019年中国调味品协会已立项
的团体标准工作进度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企业代表集思广
益、献计献策，踊跃地提出关于
团体标准的修改建议。

此次会议帮助调味品企业
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国家有关
政策，反映并解决企业面临的
食品安全问题，为我国调味品
企业和从业人员提供食品安
全管理的政策指导和管理建
议，也进一步推动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

（中国调味品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