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十二道工序，再过十
八遍火候，一千度高温锤炼，
经受三万六千次锻打，直到锅
如明镜。”这是 2018年 2月央
视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
（第三季）对章丘铁锅生产工
艺的描述，也是对章丘“铁匠
精神”的诠释。

然而，记者接到消费者反
映，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没
有几家是如此打锅，线上线下
充斥着机器锅、锤花锅等冒充
货。近日，记者展开调查。

商家宣称：
手工锅全网最正宗

6月 30日，记者手机弹出
一条天猫网购平台推送的消
息，显示一家名为章丘铁锅一
号店商家发出的“重要通知”：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假手工锅，
因为是机器做的假货，所以不
敢让消费者参观现场制作。为
了防止大家买到机器锅，我们
这边可参观现场。”商家还提醒
消费者，购买正宗章丘铁锅一
定要选择能参观现场的，通过
看制作工艺辨真假。

记者在该网店看到一张铁
匠师傅举着铁锅的照片，铁锅
底部并非“如明镜”，而是像蛤

蟆皮。在评论区，不少网友晒
出的图片显示，铁锅外包装箱
上有“清照故里，铁匠之乡，
《舌尖上的中国》章丘铁锅篇
拍摄的就是我们”字样，并配
有当年拍摄时的图片。旁边
还有评论说明：“本来在京东买
了一口乐尚章丘铁锅，打九折
后900元，给退了。”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不断
与章丘铁锅一号店的客服人员
联系。客服人员表示，他们是
纯手工打造正品锅，全网最正
宗，有当地监管部门派发的追
溯码，支持验证和投诉。客服
人员还告诉记者“每口纯手工
锅499元，现在优惠120元，仅
售379元”，随后催促记者赶紧
下单付款。

记者在天猫平台搜索发
现，这类锅底像蛤蟆皮的在售
“章丘铁锅”商家并非个例，而
且每家的宣传也大体相似。

7月2日，记者在天猫网购
平台章丘铁锅一号店下单，支
付 379元购买了一口所谓的
“最正宗”章丘铁锅。不几日，
记者收到货后打开一看，该商
家销售的这款产品包装盒上醒
目地印着“《舌尖上的中国》章
丘铁锅篇拍摄的就是我们”字
样，配有当年拍摄的图片。

记者用手摸锅底，明显感
觉凹凸不平。记者联系该店客
服人员询问：“锅底凹凸不平，
可以炒菜吗？”客服人员表示是
锤印子，没关系，可以放心使
用，包装是统一的。记者扫描
包装上的追溯二维码显示：
1511611378420247，为济南章丘
陈方都厨具加工厂生产，工艺
为热锻（高温加热锻打成型）。

记者暗访：
机器制造锤花锅

7月 10日，记者根据该加
工厂的注册信息“章丘区普集
街道苏家村村南”，驱车一个半
小时赶到该地，四处打听却未
找到。7月15日上午，记者再
次奔赴章丘，一路走来，在普集
商业街两侧，发现不少商店门
前都立着“章丘铁锅批发零售”
招牌。记者经打听得知，这些
商店规模或大或小，均在加工
章丘铁锅。

调查中，标称为“老王厨
具厂”的一位商户把记者带到
一处位于普邹路的农家院，这
就是商户自称的加工厂。小
院内，各种废铁、器具摆放凌
乱，热锻打锅用的铁锤和模具
都已经锈迹斑斑。经过多方

了解，记者得知，商户们早就
不热锻打锅了，而是用机器加
工成锅的形状，然后再找人在
锅内敲锤花，制作出所谓的
“锤花锅”，这就是当前不少章
丘铁锅的生产流程。

7月15日下午，几经周折，
记者终于在章丘区普集街道苏
家村村南找到了章丘铁锅一号
店的生产厂家。摸索走进生产
区后，记者见到一位工人正在打
磨锅，其他工位上的工人还没上
班。记者与这位工人打招呼，得
知他就是网店宣传图片中手举
铁锅的师傅。在现场，记者还看
到，在几个敲锅的砧子上放着未
打制完的半成品，均是锅的形
状。师傅用一个圆头锤子敲锤
花，从锅底慢慢敲打到锅边。“锅
边一般都不敲，因为容易裂口
子。”师傅说道。在整个厂区，除
了打锤花的圆锤，记者并没有看
到《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报
道的锻打过程中需要的十几种
不同规格的锤子。

调查进展：
监管部门立案查处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他们
有时候也偷着升起炉灶，进行
热锻，但是最近环保部门查得

紧，都不敢生炉子了。因为不
会经营网店，所以由家里年轻
人负责在网上进行宣传和包
装。他做的锅不仅自己卖，也
批发给其他开网店的人，网上
卖章丘铁锅的有部分是他们的
批发商，包装盒也是从别处批
发来的。

经过暗访，记者在距离普
集镇 45分钟车程的刁镇找到
了包装盒的生产厂家——章丘
市宏运纸箱厂。据了解，该厂
委托一家专业设计公司设计包
装箱，设计用的图片都是从网
上搜索的，然后自己生产再卖
给铁锅制造、销售厂家。采访
中，记者得知，当时给《舌尖上
的中国》（第三季）提供拍摄场
地和锅具的济南三环厨具有限
公司已申请了图片版权，对于
其他机构的盗用行为，该公司
正准备依法追责。

7月 29日，记者将调查收
集到的上述材料交到章丘区市
场监管局进行举报。该局对此
非常重视，已经立案。次日，记
者得到反馈，章丘区市场监管
局已经对济南章丘陈方都厨具
加工厂进行查处，封存部分涉
嫌违法的产品包装，其他违法
行为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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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案例

宣称全网最正宗的“手工铁锅”可能是假的

据海淀法院网消息，袁先生称，其
和83岁的母亲等四人来餐馆就餐，其
母亲在就餐过程中被虾球卡住喉咙，
后不治身亡。袁先生后将餐馆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其母亲的医疗费、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0万元。
日前，海淀法院审结了此案。

原告袁先生称，他与母亲还有两
位亲戚共四人，在一家面食馆就餐，所
点餐饮有腰果炒虾球等，在就餐过程
中，母亲被虾球卡住喉咙，后打急救电
话进行救治，但最终不幸身亡。事发
后，餐馆对此不闻不问，该餐馆系盈利
场所，对老人没有尽到安全提示的义
务，而且餐馆所提供菜品与所点菜品
不符，餐馆提供的是整虾仁，标准腰
果炒虾仁中的虾仁应当是肉泥做的，
餐馆对老人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
任。庭审中，袁先生就上述主张并未
提交相关证据。

被告餐馆称，袁先生等四人来餐
馆就餐，所要餐饮有小酥肉、糖醋丸
子、拔丝红薯、腰果炒虾球、一瓶牛栏
山、一瓶啤酒。在就餐途中，袁先生母
亲喉咙被卡住，后被急救车拉走救
治。关于安全提示，餐馆内齐全，事发
时餐馆有录像，但现在时间久远，录像
已被覆盖，并称餐馆不应承担责任。
老人已经近九十岁，袁先生应当自己
尽到照顾义务，这是袁先生的责任。
庭审中，该餐馆提交当日中午小票两
张以证明袁先生所点餐饮情况。

庭审结束后，原告袁先生撤回了
诉讼。

【法官提醒】：
《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未及
时消除潜在危险，或对存在的实际风
险没有提示和引导，一般会被认定为
“存在过错”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中，袁先生称餐馆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向其主张损害赔偿，袁先生对此
负有举证责任。其一，从事住宿、餐
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
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经营
过程中，应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餐馆未显现出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之处；其二、袁先生应举证证
明其母亲的死亡与餐馆有因果关系，
但就袁先生提交证据情况和综合整
个案件情况，不能证明老人的死亡与
餐馆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三、袁先生
母亲已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袁先生
作为其儿子，在就餐过程中，点餐应当
照顾老人的咀嚼情况，点餐应点易咀
嚼消化的食物，而且在就餐过程中应
给予适当的照顾，袁先生在整个就餐
过程中并未做到上述几点，其负有一
定责任，上述情况下，袁先生主张侵权
损害赔偿，缺乏事实依据。

（中国质量新闻网）

老人就餐被虾球
卡喉咙身亡 家属索赔

（三）可能误导消费者等其他情
形。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开
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向审评机
构提出拟纳入或者调整保健功能目录
的建议。

第十九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可以根据保健食品注册和监督管理情
况，选择具备能力的技术机构开展保
健功能相关研究。符合要求的，技术
机构应当及时提出拟纳入或者调整保
健功能目录的建议。

第二十条 提出拟纳入或者调整保
健功能目录的建议应当提供下列材
料：

（一）保健功能名称、解释、机理以
及依据；

（二）保健功能研究报告，包括保
健功能的人群健康需求分析，保健功
能与机体健康效应的分析以及综述，
保健功能试验的原理依据、适用范围，
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研究资料；

（三）保健功能评价方法以及判定
标准，对应的样品动物实验或者人体
试食试验等功能检验报告；

（四）相同或者类似功能在国内外
的研究应用情况；

（五）有关科学文献依据以及其他
材料。

建议调整保健功能目录的，还需
要提供调整的理由、依据和相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 审评机构对拟纳入或
者调整保健功能目录的建议材料进行
技术评价，综合作出技术评价结论，并
报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一）对保健功能科学、合理、必要
性充足，保健功能评价方法和判定标
准适用、稳定、可操作的，作出纳入或
者调整保健功能目录的技术评价结

论；
（二）对保健功能不科学、不合理、

必要性不充足，保健功能评价方法和
判定标准不适用、不稳定、没有可操作
性的，作出不予纳入或者调整的技术
评价建议。

第二十二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对审评机构报送的技术评价结论等
相关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初步
审查，拟纳入或者调整保健食品功能
目录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并修改完
善。

第二十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对审评机构报送的拟纳入或者调整
保健功能目录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
要求的，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时公布纳入或者
调整的保健功能目录。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时组织对保
健功能目录中的保健功能进行再评
价，根据再评价结果，会同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目录
进行相应调整：

（一）实际应用和新的科学共识发
现保健功能评价方法与判定标准存在
问题，需要重新进行评价和论证；

（二）列入保健功能目录中的保健
功能缺乏实际健康消费需求；

（三）其他需要再评价的情形。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
制定、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物质目录的制定、新食品原料的审查
等工作应当相互衔接。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9年10
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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