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线上商超及线下市
场迅速壮大，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
多样化需求得到巨大满足，对食品安
全的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

生鲜的本质是食品，具有易变质、
易腐坏的特质。但凡食品就没有安全
“零风险”，其特殊性要求生鲜行业从
源头到市场的各个端口，要建立严格
的全产业链管理系统，更要健全科学
缜密的监督体系，共同对食品安全负
起责任。

连日来，群众对于生鲜市场使用
“生鲜灯”照明造成生鲜食品视觉迷惑
的投诉层见迭出。消费者认为被“生
鲜灯”误导，购买了不新鲜的商品，
“生鲜灯”照射出的食品样貌并非眼见
为实，是违反诚信经营、欺骗消费者的
行为。

据了解，“生鲜灯”实际上是一种冷
光源照明灯具，不会散发热量加速食
物腐败，或者影响其质量。目前我国
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使用“生鲜灯”。判

断生鲜食品销售是否造成欺骗消费者
行为的关键，是商家所售卖的商品是
否合格。如果商品质量合格，只是利
用“生鲜灯”作为营销手段，这种情况
并不违法违规，也不足以断定为消费
欺诈。

从营销角度来看，生鲜食品在市场
中陈列本身存在非自然光环境对产品
的视觉干扰，受制于市场照明系统影
响，采取改善照明等手段让安全健康
前提下的生鲜食品看起来更能激发消
费者购买的欲望，本身无可厚非。但
从诚信经营的角度看，如果用打光方
式让不新鲜的食品看起来更好看、更
美味，用以诱导消费者购买的行为，就
有了欺诈嫌疑。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
不能使用“生鲜灯”，但对于监管方来
说，确实有必要把故意误导消费者的
行为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

对于生鲜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而
言，需要明确，只有真正的食品安全和
物美价廉才是制胜法宝，依靠“生鲜
灯”照出来的“假新鲜”终究经不起市

场和消费者检验，久而久之消费者会
抛弃售卖质次价高的食品的不诚信商
家，甚至会因为没有压实主体责任、造
成食品安全问题而受到监管部门的关
注和有关法律的制裁。

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而言，食
品安全监管者需要完善和细化监管
范围与监管方式，以创新的手段和与
时俱进的态度不断 细 化 监 管 范 围 ，
优化监管方式，对市场上出现的新
情况做到及时掌握、及时监管、及时
反馈，通过数字化、科技化管理与落
地 检 查 、“ 飞 行 检 查 ”相 结 合 ，让 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媒
体和学协会等社会组织要加大科普
力度，一方面帮助消费者掌握辨别
优质生鲜食品的能力，同时定向强化
企业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消费者
而言，需要了解生鲜食品选购方法，
理性消费，适度消费，购买生鲜食品
不要只看“颜值”，更要关注品质。毕
竟，生鲜消费是“安全经济”，不是“颜
值经济”。

订报热线：63703066-8632

详见03版

首都食品安全中国食品安全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7

邮发代号：1-3016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第598期 本期20版

◎支持单位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北京市食品安全企业联盟委员会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北京烹饪协会 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顾问：陈秀华 监 制：刘天威

主编：李 涛 副主编：李 标

◎联合主办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导读

详见04版

9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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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络市场监管
与服务示范区创建

工作会议召开

[食 话 时 说 ]

生鲜消费不是“颜值经济”
□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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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助力餐饮业
恢复元气

发放消费券、线上线下联动

夏季是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事故高发、易发
的敏感时段，为保障夏
季食品安全，海淀区市
场监管局从7月4日起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餐饮
服务单位夏季食品安全
专项风险排查，防控夏
季餐饮食品安全风险。
截至目前，海淀区市场
监管局共出动行政执法
人员170余人次，监督检
查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
89户次，暂未发现食品
安全隐患。

下一步，海淀区市
场监管局将继续采取有
力措施，增加监管频次，
持续开展餐饮服务单位
夏季食品安全专项风险
排查工作，有效防控夏
季餐饮食品安全风险。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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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强化夏季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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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要民生食品
供应充足

价格基本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