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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调查

中国创意产业
赶上西方还需20年
伍 木 本报记者 任明超

“中国创意产业才刚刚起步， 急需
进一步规范， 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创意设
计师们好像都只是为了赚钱， 只是设计
业主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设计最好的东
西。” 被誉为国际设计领域 “奥斯卡 ”
的德国 IF设计大奖评选机构总裁沃格
曼， 在日前海口举行的海南国际创意港
开园仪式上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出了自

己的感受。
沃格曼认为， 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

界创意的转变非常有意思， 且非常重
要， 因为创意设计是基于产业基础上
的， 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当实力的产
业基础。

海口市市长冀文林表示， 21世纪后
兴起的创意产业， 以品牌创新、 产业带
动的独特优势，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 产业转型、
结构调整的核心助推器， 日益成为社会
发展的原动力。

“海南发展创意产业的基础与中国
内地还是有一定差异和优势的， 中国内
地的创意设计都是以制造业为出发点

的， 而海南则是以旅游业和热带农业为
出发点， 这也是海南国际创意港能在短
期内吸引50多家企业入驻的关键因素。”
沃格曼认为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还

很大， IF将会考虑在海南创意产品体验
中心长期展览历届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沃格曼向记者介绍， 西方创意设计
产业已经发展了近百年， 而中国才发展
了近十年， 中国创意产业要达到并超过
西方目前的基础和成就， 至少还需要20
年的时间。 他还非常认真地说： “这已
经是中国速度了， 很快了。”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高级总监葛明对

国内山寨品牌大行其道， 一些创意设计
公司为追求利益， 随意抄袭国际著名品
牌设计的不道德行为深恶痛绝， 他认为
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市场、 保护
设计者的知识产权。 他说香港每年受理
的创意设计侵权案在200件以上。

为了充分保护创意设计者的知识产

权，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作为负责香港创
意产业的主管和推进机构， 专门成立了
快速行动中心。 葛明说， 香港作为自由
港， 每年都会有许多新品发布展示会，
我们在每个展览会现场设立一个快速行

动平台， 只要你发现参展商涉嫌抄袭并
掌握相关证据， 可马上到展会现场的快
速行动平台投诉， 经核实后工作人员会
立即联系海关等相关部门， 立即中止展
览并追究相关责任。

对于国内山寨设计产品泛滥的现

状， 摩托罗拉亚洲区前设计总监邱丰顺
认为， 国内山寨泛滥的原因主要是企业
对设计价值的认识不够， 他们只在乎产
品设计的外观而不重视设计的品质， 国
内创意设计公司的急速膨胀也正是为了

迎合企业的这一需求。
从事工业产品设计多年的邱丰顺认

为， 设计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所形成的品
牌影响力。 企业要想在短时间内达到国
外同类设计的效果基本是不可能的， 创
意设计的品质是和设计所花费的时间和

费用成正比的 。 他说 ， 一个朋友为
NIKE设计了一款运动手表， 他花了8个
月和80万美元； 我们设计摩托罗拉手机
‘铭 ’ 系列时 ， 花了18个月和200万美
元。

虽然大家都知道投入与回报大部分

时候都是成正比的， 但庞大的设计开支
一开始就吓退了很多企业 。 邱丰顺觉
得， 这些都是眼前利益在作怪。 什么是
设计价值？ 国内很多企业还是没有弄清
楚， 缺乏长远规划意识和品牌意识是国
内一些企业的通病。

沃格曼告诉记者， 不论是哪一种设
计， 设计师都必须追求设计质量的最大
化， 设计师必须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
竭力说服业者保持设计品质， 以求找到
设计成本和产业化的最佳平衡点， 而不
是为了赚钱一味地迎合业者， 这样才能
保持创意设计产业的良性发展。

“怎么让这个产业更健康的发展，
是在没有任何动作之前就应该考虑的，
而不是等这个产业无序发展后再去想

怎么治理。” 国际设计联合会主席李淳
寅认为， 创意需要执著和交流， 需要
本国文化同世界文化交融 。 韩国首尔
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创意设计之都 ，
引领亚洲创意设计潮流， 就是在于这个
城市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融合世

界文化。
来自德国慕尼黑设计中心的克劳斯

认为 ， 创意设计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时， 应该着力改善社区的功能及服务，
考虑设计对社会的贡献， 设计应成为推
动城市社区发展的润滑剂。 她说慕尼黑
设计中心作为政府出资的机构， 所有设
计首先都要考虑的是提高设计产品质

量， 如何来服务地区开发， 为当地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我不知道， 以前每年具体有多少
人来海南旅游， 这几年又有多少人来海
南， 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还在不断增
长的大数字 。 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考
虑， 如此大规模的游客所产生的巨大资
源和能源消耗。” 沃格曼认为， 海南旅
游创意设计不单是要考虑与旅游相关的

建筑、 产品、 线路的设计， 更重要的是
要考虑如何将创意设计与海洋 、 太阳
能、 风能等自然资源相结合。

上海馒头事件发人深思 管理动力缺乏是祸根

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总是“马后炮”

本报记者 李松涛

餐桌上最普通的馒头终于成为有害食

品大家族中的新成员。
让无辜的馒头蒙羞的是上海盛禄食品

有限公司。
4月11日，该公司违规加工生产的馒头

被曝光。其违规行为至少有两条，一是在面
粉中非法添加山梨酸钾、色素、甜蜜素等食
品添加剂， 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明令禁止
在馒头类产品中使用的。 二是将超过保质
期的馒头回收重新制作新馒头。

这些违规加工生产的馒头看起来与正

常生产的馒头并无区别， 堂而皇之地走进
数家大大小小的超市，而且卖得很好。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因使用这些
违规加工生产的馒头而致病的事件发生。
然而，对馒头的恐慌正在形成。

有网友表示， 自己几乎每天晚上都要
食用这种馒头，看到这样的新闻，这位网友
很担心自己正在慢性中毒。

安全屏障屡屡被突破

4月12日，上海成立由市政府领导为组
长，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

以及部分上海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表示，将彻
查此案、 依法严惩， 彻查过程将向社会公
开，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

联合调查组当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 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在馒头
生产过程中存在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将过
期馒头重新用于原料再生产、 违法添加色
素等行为。

目前， 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
已被责令停产整顿， 企业责任人被公安部
门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上海质量技监部门对可疑原料和产品

进行了封存扣押， 对企业账册进行了登记
保存，并责令其召回问题产品。截至12日16
时，该公司生产的 1.6万个馒头被封存、下
架。

同一天，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也发布消息，要求上海市质监局严查严办，
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这么看， 政府部门的反应很迅速。 然
而，另一个疑问随之而来：监管部门为什么
没有先发现？监管为什么总是发生在事后？

还是要回到食品安全的监管流程上。
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 对食品安全的

监管涉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
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
这些部门是按照从原材料到产品、市场、餐
桌的顺序进行分段监管。 从田间地头到餐

桌，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监管部门把关，为
公众的食品安全构筑屏障。

然而，这个安全屏障却屡屡被突破。
在上海馒头事件中， 生产者上海盛禄

食品有限公司证照齐全，拥有卫生许可证、
工商执照， 其生产的馒头产品也都获得了
QS标志（质量合格标志）。

为何监管缺失并不鲜见

这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卫生行政部门看到该公司生产车

间污水横流， 工作人员没有穿戴统一的清
洁的工作衣帽，能否为其出具卫生许可证？

如果质检部门按照规定严格进行检查

检验，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回收过期产品
重新回炉后的产品能否获得QS标志？

如果工商部门能够严格流通中的检

查， 这些违规加工制成的馒头能否登上百
姓的餐桌？

很显然， 这些本该尽到的监管责任都
缺失了。 而这样的监管缺失并不鲜见。

记者曾随同国家某部委到地方进行食

品安全的调研， 所到之处都有两三个不同
部门陪同检查。

在一个城市， 记者所在的调查组推掉
该城市相关部门安排的检查点， 临时进入
路边一家中等规模的餐厅后厨。 当记者揭
开这家餐厅一口锅的锅盖时， 数只硕大的
蟑螂四散逃开。 然而，就是这家餐厅，收银
台后的墙上赫然贴着卫生检验合格的标

志。
在另一个城市， 一位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曾经对某县的一种粉丝
产品生产进行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她连续
三天都吃不下饭。 而该县的相关监管工作
人员却嘲笑她，这有什么稀奇的，当地就是
这么做粉丝的。

“我们当时都没有告诉媒体，不然得造
成多大负面影响？ ”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不能等到出了大事才来追究责任

在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一直都是个麻
烦事。

在监管层面， 政府部门认为我国现阶
段正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期， 因为公众
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各个监管
部门都抱怨不好管，因为从事食品生产、餐
饮的小商贩、小公司众多，监管难度太大。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监管不力的借口。
在监管体系上，已经经历多次调整，形成如
今的多个监管部门分段监管的格局。 如果
分段监管的各监管部门都能够尽心尽责地

管好分管的那一段， 食品安全应该不再成
为问题。

“这么多年的经验证明，一个事情如果
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必然也管不好。 ”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
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这样说，消除监管真空地
带、建立无缝对接的监管理念已经提了这么
多年，但在执行上依然不到位。

在刘俊海看来， 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
做到尽心尽责，总是事后监管、被动监管、
消极监管。总是在媒体曝光了之后、上级领
导做了批示之后才去监管、执法，反之就没
有动力去监管。

在此次上海馒头事件中， 违规加工生

产馒头的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并非没有监
管，监管部门一个月会抽查一次。当监管部
门来检查的时候， 公司就把东西拿到办公
室给他们检查， 不让他们去车间，“他们一
来我们就把车间的门关上 ， 不让他们进
去。 ”

面对监管部门， 违规生产的企业自然
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应付， 我们的监
管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是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

“一些监管部门有时候真是很愚蠢，有
的甚至在检查前通知企业， 那能检查出什
么问题？ ”刘俊海说，监管部门的工作总是
流于形式，企业怎么会不钻空子。

今年3月15日 ， 国务院发布文件 ，对
2011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

这个文件指出，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基
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转变， 食品安全领
域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不落实、 监管工作不到位等问题还比较
突出。

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 今年要严厉打
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提高食
品安全监管水平。 对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
行为， 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从苏丹红鸭蛋到抗生素多宝鱼， 从三
聚氰胺牛奶到瘦肉精猪肉再到如今的染色

馒头， 几乎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都与监管
不力脱不了干系， 然而除了三聚氰胺牛奶
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外， 几乎看
不到对监管责任的追究。

在刘俊海看来， 对食品安全应该是零
容忍， 对监管不力的政府部门与相关责任
人都要做出严厉处罚，该撤职的要撤职，该
降职的要降职， 不能总是无人为监管缺位
负责。现有的监管队伍已经足够了，却总是
监管不好，总要有人为此负责。

“不少政府部门依旧将发展放在第一
位，认为企业发展起来了，其他问题都是小
问题。”刘俊海说，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发
展必须是在规范中的发展， 不能总是无规
范的乱发展。

每次面对食品安全事件， 我们都希望
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愿望何时能够实现？

中毒之后处理难 事前监管无人管

食品小作坊安全监管谁负责

本报记者 韩俊杰

实 习 生 王晓星

近一个月来，河南省卫辉市（县级）的
梁轩海家都沉浸在急性食物中毒的阴影

中。
3月19日7时多，梁轩海14岁的儿子和4

岁的女儿以及5岁的侄女，空腹吃了他妻子
买的猫耳朵、薯条、虾片等散装小食品。不
到4分钟，3个孩子就出现全身无力、 头晕、
头痛、冒汗、流涎、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经过抢救，孩子们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诊
断认为：3个孩子都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如
果晚送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会这样？孩子们早上还好好的，
昨天晚上也没有任何异常， 怎么吃了这些
散装小零食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这
些食品有问题？”梁轩海满腹疑惑。

小作坊食品屡屡出事，事
后追究不容易

梁轩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孩子们吃
的散装小食品是他妻子18日傍晚在集市的
一个流动摊床上买的。当天晚上，他们把这
些用塑料袋包装着的东西放在专门放食物

的抽屉里，不可能在家里沾上农药。
19日下午， 梁轩海到乡工商所投诉。该

所工作人员随即到集市上将流动摊贩秦胜

印的余货进行了封存。“该所所长告诉我们，
由于不能确定是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只有
先去化验孩子具体中毒情况，化验结果出来
以后才能进行调查。”梁轩海说。

在咨询过卫辉市防疫站之后， 梁轩海
发现， 孩子中毒情况的化验， 卫辉市做不
了，只有到省会郑州才能做。而且，这个化
验做下来居然需要几十万元。

“这3个孩子这一周的医药费就花了3
万元，我们怎么还有几十万去做化验啊？！”
梁轩海看着那捆厚厚的住院账单， 愁眉不
展。

梁轩海也曾打过110报案。卫辉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在了解情况之后解释说， 食物

中毒属于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责， 目前无法
确定是食物本身的农药残留还是有人故意

投毒，只能等结果确定以后才能立案。
卫辉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秦跃华对中

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些散装食品是他们3月
18日在集市上买的，第二天早上吃过以后才
有事的。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现其他购买
者出现中毒的现象。所以是食物本身带农药
还是食物买回去以后出现农药污染，还有待
确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散装小食品的卖
家卫辉市农民秦胜印， 也一直强调自己卖
的东西没有问题。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在河南
省有关媒体的关注下，3月24日晚上8点多，
太公乡工商所通知买卖双方当事人到场，
将19日下午封存的食品进行了取样，25日
早上送往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化

验。28日，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食品样品
呈阴性，不含有机磷。

目前，梁轩海家的3个孩子都已安全出
院。 但孩子中毒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一个
谜。“我们拿家里的食品给鸡吃， 鸡也出现
了相关的症状。 可工商局封存的东西却检
测没有问题。 难道我们会害自己的孩子？”
梁轩海说。

与梁轩海一家有相似遭遇的还有郑州

市的吕女士一家。 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
2010年11月23日下午，郑州市民吕女士的母
亲在小区门前的流动摊贩上买了4元钱的猪
肝。结果当晚一家3口吃后全部中毒，其中怀
有9个月身孕的吕女士因医治无效死亡。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因食用小作坊
食品中毒的事件屡屡发生，数不胜数。就在
4月13日，因食用小作坊供应的米皮，河南
省周口市一学校25人发生食物中毒。

小作坊食品抽检信息竟不公开

据记者了解， 卖给梁轩海妻子散装小
食品的流动摊贩属于无证经营。对此，卫辉
市工商局工作人员称，2004年中央出台一
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
收的若干政策意见》中有规定：对合法经营
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 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无证经
营并不违法。

记者在卫辉市几家批发商店调查，找

到了一些散装零食。 店主称这几种小食品
都产自卫辉市附近的一家东升食品厂。但
是令人奇怪的是， 同一个食品厂出产的食
品，在外包装上却有两个产地：一个是卫辉
市薛屯，一个是浙江余杭市。记者依照包装
袋上的电话进行咨询， 对方称：“厂长在外
地，厂里生意不好已经关门放假了。”

对于这种明显存在问题的食品， 记者
询问太公工商所的工作人员。 该所工作人
员先是表示：“我们每周都会对辖区内的商
店和营业部门进行巡查， 这个情况我不知
晓，需要询问巡查人员 。”数天后 ，他们又
称：“负责这个事件的工作人员今天请假
了，相关情况不清楚。”几天后记者继续询
问，该所又称，该食品厂不在其辖区，属于
质检部门的管辖范围。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卫辉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但是意外的是，不管是举报电话还是
打假投诉电话，都处于欠费停机状态，无法
接通。

记者了解到，《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九
条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应当符合本法规
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 条件相适应的食
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
无毒、无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
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

但是， 卫辉市工商局消保科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全国一
多半省市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 农村生产
加工小作坊和流动摊贩基本处于监管空

白。“这些小食品的流动性比较大， 没有固
定场所，监管起来难度极大。而且从2009年
停收工商费用以后， 他们就不再进行工商
登记， 工商部门对他们的监管基本上都是
事后监管，也就是出了问题再去管。”

该工作人员解释说， 他们日常的抽检
多是针对大厂和知名品牌的食品。“小加工
作坊和小厂生产的食品多而繁杂， 而我们
的人员和经费有限，不可能做到样样监管。
而且， 这些存有隐患的小食品是很难进入
正规商场和大型超市的。”

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消保处一
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工商部门只是对流通
领域的食品进行监管、抽查，如果质监部门
没有从源头上把好关的话， 小食品很容易

走入市场。“抽检不是普检， 也就是给厂家
一个压力，如果抽检不到的话，这类产品就
很容易蒙混过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各县市的情
况不同， 食品安全的抽检频率和周期并没
有统一的规定。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工作人员也表示， 各地具体抽检情况要
看各地政府部门的安排， 省局仅仅起一个
指导作用。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买了一些小作坊和

小工厂生产的小食品， 并通过河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食品处工作人员的帮助， 证实
标示为郑州市管城区毛国强食品厂生产的

豆腐干的生产许可证号无法查到。 记者以
消费者身份到郑州市管城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投诉， 希望了解该局对小食品加工厂的
日常巡查和检验情况， 该局却称：“这些是
我们的工作内容， 只能对上级部门进行汇
报，不对社会公开。”

记者就此询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小作坊食品的监管情况，经过约访、留条等
程序以后， 三天的等待换来了该局相关负
责人电话告知：“目前人大正在开会商议食
品类加工小作坊的立法情况”。

在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官方网站

上， 记者查到最近一期的关于小食品类的
抽查报告的公告时间为2010年6月2日。记者
在新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上查阅发

现，该局在2010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都有
食品安全抽查计划，且已于2010年12月20日
截止。 但是记者从该局的网站和省局的网
站上，都无法找到抽查结果。

无人愿管，小作坊想合法竟也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报道称，目

前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约有44.8万家，
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
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 有证餐饮单位约
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
饮则难以计数， 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
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

为什么这些黑作坊能够生存？ 有知情
者向记者透露， 目前一个小作坊如果要办
理一整套食品生产许可的手续，最起码得5
万元。 而许多小作坊什么证都不办，2万元
就可以生产。而且，由于这些“三无”小作坊
生产的产品价格低廉，上门送货，深受不少

小商店和小超市的喜欢。
以郑州市管城区一家食品厂生产的一

箱420袋的小包装麻辣食品为例，批发价格
每袋为0.28元，零售价为0.5元，毛利润率近
100%。而由于处于监管空白，其食品质量
和安全根本无法保证。

另一个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是，因
为监管空白、责任不清，在一些地方，一些小
作坊想取得合法的身份竟然也无法实现。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众多馒头、面条作
坊均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一家面
条作坊的店主对记者说 ：“不是我们不办
证，是现在的政策让我们不用办证，也找不
到哪个部门去办证。”

据记者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颁布实施以后，取消了对食品加工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食品卫生许可和工商

登记， 而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
省区市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目前仍未出台。结果，一些食品加
工小作坊原有的卫生许可证被废止， 原工
商执照也失效， 同黑作坊一样处于无照无
证的状态，有关职能部门也不愿去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 对此， 卫生部门认
为， 面条作坊进行的是食品生产和加工活
动， 应该找质监部门办理生产许可证。 质
监部门则认为， 质监部门只为生产加工性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 面条作坊不在办证
范围之内， 应该由工商部门或食品药品监
督部门办理。 而工商部门则认为， 工商部
门主要负责食品流通环节许可证的办理，
质检部门应该给面条作坊办理卫生许可

证。
“食品小作坊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 但是他们处在
这样没人管的境地， 其食品安全怎么能
够保证？” 郑州市一位市民说， “希望政
府赶快出台管理办法 ， 切实保护群众的
食品安全 。 否则， 说不定哪天我也中毒
遭殃了！”

截至记者发稿时 ， 记者了解到 ， 目
前广东等省份已经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出台的条例草案， 向
社会征求意见 ； 河南省相关的立法工作
也已经启动， 但是何时出台目前仍无时
间表。

本报郑州4月14日电

4月12日， 上海， 执法人员正在展示用于给馒头染色的着色剂———柠檬黄。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资料图片)

我们又要成为馒头鉴别专家？

殷国安

上海“染色馒头”被曝光后，各地工商
质检部门均开展了染色馒头的排查。 对于
各种“加料”的不健康馒头，专家也给出了
相关鉴别建议。

人生在世，真是“过到老，学不了”———
在识别馒头方面， 专家就向我们介绍了不
少知识。比如，如何辨别真假玉米馒头？就
有“一看二闻三泡”的办法。而如何辨别添
加膨松剂的馒头，专家提醒消费者，添加了
膨松剂的馒头从外观和手感上是能辨别出

来的……
专家为什么要教导我们识别馒头的知

识？这当然是形势的需要，很有必要性、针
对性和紧迫性。 因为现在上海超市出现了
“染色馒头”，引起消费者的恐慌和愤怒。专
家于是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传授识别

馒头的知识。
照理说，我们不应该辜负专家的好心，

应该认真学习识别馒头的知识， 可以有助
于食品安全。 但是， 我们实在感到勉为其
难。 因为若干年来， 我们要学的知识太多
了。

专家教给我们的识别商品知识， 起码
有几十种。从如何识别注水的肉、敌敌畏浸
制的火腿、抛过光的大米、服过避孕药的黄
鳝，到识别致癌的毛巾、人造的皮蛋、伪劣
的卫生纸……这种学习活动每年都会进行
好几次。这么多知识，我们哪里记得住？只
有记在小本子上，带着知识进市场，一边对
照一边购物了。

消费者不仅没有可能学习这么多知

识，也不应该让消费者学习这么多知识。社
会本来就应该是有分工的，工人做工，农民
种地，解放军站岗，不能让工人和解放军也
同时自己种粮食啊。同理，专家研究食品科
学，研究食品鉴定的办法，我们如果也学会
了，专家做什么啊？

而对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国家设置了
许多职能部门，有质监、工商、卫生、药监等

等。他们应该把好关口。现在，应该履行职
责的把关人不负责任，听任伪劣食品，甚至
有毒有害食品进入市场， 然后让消费者去
识别，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所以， 专家官员如何识别真假玉米馒
头、如何辨别添加膨松剂的馒头的知识，应
该教给监管部门。让他们学会之后，把住进
入市场这个总关口， 我们消费者就可以放
心大胆地购买食品了。而从现实情况看，一
些监管部门确实需要学习， 他们根本不懂
如何监管。 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
办公室人员称， 一般来说馒头一个月抽查
一次，他们来检查，我们就把东西拿到办公
室给他们检查，不让他们去车间；他们一来
我们就把车间的门关上，不让他们进去。联
想到河南瘦肉精的检验， 养殖户拿人尿冒
充猪尿检测，也可以蒙混过关呢。

当然， 监管部门的官员可能并不缺少
识别的相关知识，而是缺少责任心，其原因
又是我们缺乏有力的问责制度。 但无论如
何，老是向消费者普及商品知识，老想把消
费者逼成专家，是一个误区，更是市场经济
下的一个悲剧。

经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