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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最近发布了关于2020年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
告。公告显示，在抽检的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粮食加工
品、餐饮食品、糕点13类食品
887批次样品中，合格样品875
批次，不合格样品12批次。其
中渝信小厨、益旺居、海福湾大
酒楼等餐企“上榜”。

不合格样品中，涉及多家餐
饮企业。根据公告显示，渝信小
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营的姜，噻虫嗪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北京海福湾大酒楼有
限公司经营的鸡蛋，氟苯尼考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北京益
旺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
草鱼，孔雀石绿、五氯酚酸钠(以
五氯酚计)均不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北京市老郭餐馆经营的豆
芽，6-苄基腺嘌呤(6-BA)不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北京中仓苑双
友小吃店经营的清江鱼，氧氟沙
星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上述部分不合格项目对人
体可能产生危害。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表示，孔雀石绿是

一种三苯甲烷结构的工业染
料，可在鱼体内长时间残留，通
过食物链可能对人体产生致
畸、致癌和致突变等危害。6-
苄基腺嘌呤（6-BA）是植物生
长调节剂，主要用于防止落花
落果、抑制豆类生根，并能调节
植物株内激素的平衡，但对人
体有一定积累毒性。

客用餐具也发现了不合
格。北京箸珍匙香餐饮有限公
司使用、消毒的杯子，大肠菌群
超标。此外，统杰法宝（北京）
超市有限公司金宝街店经营的

小白菜，发现杀虫剂氟虫腈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称
北京香盛斋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北京众望鑫成贸易有限公
司经营的肘花，以及标称北京
佳欣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北
京景洁龙翔超市经营的紫米面
包，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北京健渝隆达商贸
中心经营的戗面馒头、北京智
程发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花盖
螃蟹、北京华丽非凡科技有限
公司经营的芹菜，也均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对此，记者联系到北京益
旺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渝信
小厨等餐饮企业，北京益旺居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表示，对于
不合格产品已处理。另外，渝
信小厨为渝信川菜旗下品牌，
根据渝信川菜相关负责人表
示，渝信小厨品牌已暂停运营。

据了解，针对在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食
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及外埠的
已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这些餐饮企业没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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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按语：随着国内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消费市场持续稳步
回升，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有力促进了消费回补、释放了
消费潜力，为经济稳定恢复创
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当前全
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经济形
势严峻复杂，外需受到明显抑
制。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需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
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
造条件。为此，本报推出“增强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直播带货、线上问诊、无
接触配送……今年以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线下传
统消费受阻，但以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
的新消费则提质扩容，消费新
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1月
份至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速达7.3%，成为上半年
消费市场一大亮点。新消费
正有效促进消费回补、释放消
费潜力，激活消费市场“一池
春水”。

新消费“新”在消费方
式。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
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重新
定义了消费习惯和消费内
容。直播带货火爆，让美妆、
服饰、食品甚至汽车、房子等
产品变得更容易触达。“云逛
街”“云购物”“云展览”“云旅
游”等在线经济，拓展了消费
场景。生鲜电商、社群电商、
门店到家、无接触配送等新业
态迅猛发展，让全球各地优质
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消费不
仅意味着“买买买”，更兼具了
社交、娱乐等功能。

新消费“新”在消费结
构。当前消费升级表现明显，
消费品质更上一个台阶。量
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
市场关注，尤其是依托电商平
台数据反向定制产品表现亮
眼。新的消费热点不断出现，

“智能”成为消费新趋势，服务
类消费快速增长，医美、口腔、
体检等健康服务受到欢迎。
消费者从满足温饱转向追求
健康，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
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
费，同质化、单一化需求逐步
转向差异化、多元化。

新消费让新业态、新模式
有了更大试验场。以大健康、
线上办公、数字娱乐等为代表
的新业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机遇，推动消费新需求不断迭
代升级，加速了数字经济时代
的到来。直播带货、“云购物”
等消费新模式，深刻改变了传
统商业模式，是新经济赋能传
统行业的生动体现，推动了产
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发展新动
能。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基于
大数据的精准营销提高了效率
和效益，促进供需良性循环，拓
展出新空间，激发出新活力。

新消费助力消费下沉。随
着直播带货等消费新模式兴
起，不同地域和城乡之间的信
息鸿沟正在被填平，更多三四
线城市和乡村的消费者也有机
会参与到线上购物促销中来。
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让
下沉市场消费者能够获得和大
城市消费者一样的消费体验，
接触到更丰富、更多元、更个性
的商品和服务。下沉市场这片
广阔蓝海的消费潜力，正在被
充分挖掘和释放。

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模
式，使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得
以辐射更多消费群体，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线下消费的不
足，起到了扩内需、促消费的作
用，托起了疫情期间经济新增
量，也翻开了消费迭代升级新
的一页。未来，要把新型消费、
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可持
续发展下去，还需在财政、税收
等政策上给予支持，从金融、监
管等方面加以帮扶引导，从而
助力新消费蓬勃发展，为经济
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人民网）

新消费，有力促进消费回补

河豚鱼，又称“河鲀”“龟
鱼”“鸡抱”“气泡鱼”“气鼓鱼”
等，一旦采购、加工不当则食
用安全风险极大，严重者危及
生命。为切实防范河豚鱼及
其产品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健
康和生命安全，特发布消费提
示如下：

一、河豚鱼：看似安全美
味，实则危险有毒！

河豚鱼大部分生活在海
洋中，但在淡水河流及海洋、
河流汇合处也可发现，其体
背、侧面的斑纹随种类不同而
各异。

河豚鱼含有的河豚毒
素，是目前自然界中所发现
的毒性最大的神经毒素之
一，不仅存在于河豚鱼中，还
有可能存在于织纹螺、麦螺、
圆尾鲎等其他生物体内。食
用后易导致神经麻痹，进而
发生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
麻木、全身无力等症状，严重
者可能会因心跳、呼吸停止
而危及生命。普通的加工、

烹调方法难以破坏河豚毒
素，其潜伏期一般为 0.5～3
小时，目前尚无特效的解毒
药和治疗方法。

二、采购河豚鱼产品有没
有合法途径？

2016年，原农业部和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
合印发了《关于有条件放开养
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
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农办
渔〔2016〕53号），决定有条件
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
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

文件规定，禁止任何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经营养殖的
河豚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豚
整鱼；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
种的野生河豚鱼。合法采购
河豚鱼产品，要同时满足两
项要求：第一，河豚鱼来源于
经农业部备案并公布的河豚
鱼源基地；第二，河豚鱼产品
应由经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中国渔业协会河豚鱼
分会审核通过的加工企业加
工并包装。产品包装上标明

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原料基
地及加工企业名称和备案
号、加工日期、保质期、保存
条件、检验合格信息等内容，
同时应提供同批次产品检验
合格证明。

三、发生食物中毒或发
现其他食品安全问题，请投
诉举报！

（一）广大消费者应珍爱
生命、提高防范意识，切不可
心存侥幸心理，应自觉做到不
购买、不食用未经批准生产
（加工）的河豚鱼及其产品。
若因食用河豚鱼及其产品而
出现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
麻木、全身无力等中毒症状，
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及
时到医院就医。餐饮服务单
位若发生食用河豚鱼中毒情
况，应及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留存食品以备检验。

（二）如在市场上发现有
非法生产经营河豚鱼及其产
品的，可拨打12345热线进行
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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