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5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武凯强 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大家讲坛

行业协会的社会功用必须归位
近日，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下称“河南餐协”）同郑州
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下称“郑
州餐协”）的一场“掐架”备受关注。

“掐架”的起因是，郑州餐协
6月底承办了郑州“十佳豫菜”
“十佳河南名小吃”评选，评选结
果公布的第二天，河南餐协公开
发布红头文件，直指该评选“不
具有全省范围的公认度”，并要
求全省各地方餐协以后举办“豫
菜”评审、宣传活动，要“事先通
报省餐协秘书处”。对此，郑州
餐协理直气壮回应称，“未更改
技术标准”“与河南餐协无上下
级领导关系”。言下之意，这场
评选并无越界和不妥。

在疫情危机警报尚未彻底

解除的时候，两家餐饮协会因为
一场评选而公开“掐架”，这多少
让公众感到意外。在不少人的
认知中，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
的沟通桥梁，它是为企业服务，
维护行业权益的社会中介组
织。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
让餐饮和酒店行业大受冲击，虽
然第二季度情况好于年初，但仍
很难说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正
常水平。对于餐协来说，它的头
等大事，应该是做好行业内的
“服务员”，想办法激活疫后餐饮
市场，关注那些小微餐饮企业和
店铺，让整个行业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有网
友戏称，如果两家餐协非要以
“掐架”的姿势上头条，那更希望

是服务企业的手段之争。
两家餐协看起来争的是“面

子”，但“里子”或是实实在在的
利益。众所周知，企业加入行业
组织都需缴纳一定的会费，行业
组织也多通过举办一些评奖活
动来增强自己在行业内的影响
力和权威性。反过来，当这些评
奖等活动能为相关企业带来明
显利益或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力时，则会进一步加大企业入会
的动力，如此形成正向循环。河
南餐协为一场评选而发红头文
件，其负责人声称的“太敏感”，
是否也是利益的奶酪被动了之
后的真实反应？毕竟，河南省商
务厅的数据显示，2018年，郑州
一个市的餐饮收入位列全国第

四，占河南省餐饮全行业收入的
近四分之一。郑州餐协这场声
势不小的评选，很难说不会对既
有的利益格局构成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在2015年中
央部署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以来，包括餐饮协会在内
的行业协会都绝不应该有任何
行政管理的职能，也不应再作为
行政管理机构的助手而存在。
河南省发改委、民政厅也于今年
4月印发全面推开“二政府”脱钩
工作的相关文件，文件显示，河
南餐协已与原主管单位河南省
商务厅脱钩。不过，在两家餐协
的这场“掐架”中，却仍能看出一
些行政化色彩。无论是红头文
件发声的阵势，还是行政部门的

办事方式，都让人对涉事协会脱
钩改革是否到位心存疑问。

其实，对于豫菜来说，何为
“十佳”，消费者会用实际行动做
出选择，任何组织和机构都没有
最终定义权。同理，对于行业协
会来说，何谓行业内“服务员”，
企业也自会给出答案。事情发
酵后，郑州餐协和河南餐协的有
关负责人均统一口径称这场“掐
架”是“一场误会”，是“自己人的
事”。冲突或许能被平息，但暴
露出的问题不能不了了之。行
业协会从形式上脱钩到本质上
脱钩，成为真正服务于企业发
展、增益于行业转型升级的社会
团体，看来仍有不短的路要走。

（光明日报）

市面上的“零添加”“无
添加”风潮，可能要踩刹车
了。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对《食
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进行公开征求意
见，拟规定不得标注“零添
加”“非转基因”等字样。（见
8月1日《界面新闻》）

如今，不少食品包装都
标注“零添加”“不添加合成
着色素、不添加增味剂”等
字样。也因此收获了不少
消费者青睐。

“零添加”直接理解就是
没有任何添加剂，但事实确
实如此吗？在食品工业化生
产的当下，企业加工的预包
装食品，想找到不含任何食
品添加剂的，恐怕很难。即
使是家庭蒸馒头、烤面包，有
时也少不了相关添加剂。

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并
不是妖魔鬼怪。合法、适量
使用，不仅无碍健康，还会
让食品保鲜、增进口感。而
且，即便真的“零添加”，也
不等于一定安全。比如不
添加防腐剂，就可能无法抑
制食品中微生物的繁殖，导
致食品容易变质。

真正的问题是，有的食
品包装瞒天过海，醒目标注

“零添加”，而实质上却添加
了。也就是说，所谓“零添
加”有时只是商家宣传的伎
俩，不仅损害消费者知情
权，而且扰乱食品市场竞争
秩序。

如此现实语境下，上述
意见稿明确不得标注“零添
加”等字样，一旦正式通过，
将具有多重意义——大大
压缩部分商家用“零添加”
忽悠消费者的空间；有利于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有利于引导消费者正确
认识食品添加剂。

在禁止标注“零添加”之

外，还要对商家在食品标识、
广告宣传等方面的行为进行
规范，努力形成闭环监管。

此前，关于食品添加剂
的科普相对滞后，这给了相
关谣言以及商家公开忽悠
的机会。希望在未来的科
普中，相关部门和机构能够
为人们正确认知添加剂多
做工作，再配合相关制度来
规范商业行为，确保消费者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
时，继续完善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标准，严厉打击食品非
法添加行为，让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更有信心。

禁止标注“零添加”
还须科普添加剂常识

□ 朱昌俊

秦淮河是长江下游右岸支流，
由东向西横贯南京主城。汛期防
洪形势严峻，但秦淮河的防洪大坝
被向内挖空十几米，多家餐厅、酒
吧在大坝“肚子里”营业。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涉事餐厅、酒吧已经
停业并进行拆除。7月28日晚，南
京市江宁区发布通报，对该市秦淮
河杨家圩段河堤背水面违建问题
涉事的9名官员予以处理。

回顾此事，一边是不少地段的
步道、树木被淹没，甚至已经有水
漫出河堤，渗向周围街道；一边却
是坝体内部深度达十几米的酒吧、
餐厅仍在正常营业。这样一种反
差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下，无疑显
得过于刺眼，也难免不让人对当地
的防汛安全产生疑虑。

如专家所言，这些公然开进坝
体内部的经营场所，对坝体安全的
削弱程度要经过实地勘测后才能
得出确切结论。但大坝挖洞建餐
厅，已明显涉嫌违规。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规定，在
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南京市
防洪堤保护管理条例》也明确，防
洪堤管辖范围内不得建房。

事实上，从目前媒体的跟进调
查来看，这一做法在规划、管理、审
批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明显疑问，且
存在时间已长达6年之久。如果
说在平时，对其合理性的审视容易
被忽视，那么在今年的防汛形势
下，该现象是否合理，责任出在哪，
又当如何纠偏，是该有本明白账
了，不能仅仅一拆了之。

当然，这起引发关注的个案所
对应的防洪、拦洪基础设施监管问
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近期多
地通报的防汛救灾典型问题案例
中，就包括对水库疏于管护、坝体

查险排险不力的现象；因河道侵占
加剧的洪涝灾害风险，更曾在个别
地方造成了引发全国关注的防洪
责任事故。这些与坝体内部开餐
厅的现象一样，都涉及防洪基础设
施的有效监管问题。

近年来，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上，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加大
力度。但是，防洪效果的保障，除
了需要适配的基建投入力度，也还
要有科学、有效的基础设施监管的
支撑。这里面既有责任落实的问
题，也有观念和意识的问题。

前者，主要指向防洪基础设施
日常管理是否获得足够的重视，它
不仅需要避免重建设而轻监管、维
护的治理窠臼，也要构建科学分工、
权责明晰的监管机制，杜绝“九龙治
水”的尴尬。应对这种局面，能否将
防洪基础设施监管责任纳入“河长”
制中，或许值得考虑。后者，则要把
城市内防涝和外防洪有机结合，相
关投入、维护、监管，都应该建立在
科学谋划的基础上，避免失衡。

但是，城市在防洪方面的投
入，以及管理力量的配备，也应该
有与其重要性相对等的重视。尽
管大洪水对城市的威胁在频率上
相对内涝要低，然而其重要性却丝
毫不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
别的城市安全。相应的防洪应对，
显然不能仅仅局限在洪灾来临之
时。简言之，城市既要防涝，也不
能忽视防洪。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
一种实指，又是一种虚指，包括堤
坝在内的防洪基础设施的监管，同
样容不得任何“开小差”。任何的
松弛、疏忽，都可能带来大问题。
只有监管到位，才能实现对“蚁穴”
的及时发现和补漏。可以说，对人
命关天的防洪基础设施的有效管
理，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防洪坝挖洞建餐厅
监管不能“开小差”

即便真的“零添加”，也不等于一定安全。比如不添加防腐剂，就可能无法抑制食品中微

生物的繁殖，导致食品容易变质。

真正的问题是，有的食品包装瞒天过海，醒目标注“零添加”，而实质上却添加了。也就

是说，所谓“零添加”有时只是商家宣传的伎俩，不仅损害消费者知情权，而且扰乱食品市场

竞争秩序。

□ 海英

□ 莫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