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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0万元的大工程，就这样被我们的吐槽给搞定了

复旦学生用网络打赢“空调战”
实 习 生 陈 竹

本报记者 周 凯

网络是一个伟大的媒介

如果要评选今年以来复旦大学的最热

词，大概非“空调”莫属。
上半年，天气渐热，而复旦校园内的绝

大部分寝室和教室都没有空调， 复旦学生
便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 “吐槽”（吐
槽一词是指日本漫才里的一个角色，日本
漫才类似于中国的相声。 在网络上， 吐槽
多表示揶揄、 拆台、 抱怨， 偶尔会有一些
谩骂。———记者注）。

每出现一种调侃的网络文体， 学生们
都与时俱进，活学活用 。打油诗 、藏头诗 、
“蓝精灵体”、“TVB体”等等，都被改编成了
与空调有关的段子。经过转发，不少语句在
同学之间耳熟能详，并在网络上走红。

7月2日的复旦大学本专科生毕业典礼
上， 体育馆的大屏幕首次以微博墙的方式
直播毕业生们的留言。 其中一条留言引起
全场大笑：“杨校长，早点装空调啊，虽然我
毕业了，但是我爱师妹啊……”

由于上海的另一所知名高校———上海

交通大学寝室装有空调， 于是在高校开始
宣传招生时，冒出了这样的段子：

复旦：我交通便利！娱乐餐饮购物一条
龙！交大：我有空调。

复旦：我书院高仿霍格沃兹！随处可见
文史牛人！交大：我有空调。

复旦：我教学楼最高端！住宿限制最宽
裕！交大：我有空调。

复旦：我男女比例最均衡！校园文化最
宜恋爱！交大：我有空调。

复旦急血攻心昏倒。交大：看，热晕。
伴随着段子的层出不穷， 变化也在校

园里悄然发生着。
9月6日， 所有复旦学生的邮箱里多了

一份标题为 《关于空调租赁招标会学生代
表候选人的报名通知》的文件，从学生当中
招募代表参与评标， 通过招投标确定承接
学生生活园区学生宿舍空调租赁业务的企

业。
空调租赁招标的开始， 也意味着各宿

舍楼和教学楼的电力扩容、 线路改造等前
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空调终于要装上了。
从不能装空调到能装空调， 从能自费装空
调到可以租赁空调，在嬉笑怒骂中，复旦学
生们的网络“空调战”似乎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

“网络是一个伟大的媒介。”复旦大学
历史系的伍伶飞说。 他是64个报名参加评
标的学生中的一个。在9月20日的随机抽签
中，他被抽中，成为空调租赁招标会的33名
学生之一。 他说，“这是关系到自己和大家
切身利益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发出学生们
的声音。”

装空调是件罕事，岂是人人能装的
对于复旦大学来说，让全校近3万名学

生都能用上空调，并不是件容易事。
困难的不是安装空调本身， 而是电力

扩容和线路的改造。
从2010年年底开始， 复旦大学已将学

生公寓和教室的空调安装工作纳入校园建

设规划， 并花了半年时间完成项目论证和
预算编制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完成
这四类改造项目，最快的需一个月，最长的
约一年以上。

学校几大校区的学生公寓和教学楼的

建造年份不同，只有新建的张江、江湾校区
和较新的邯郸校区北区、 枫林校区护理学
院院区的电力容量和供电线路齐备， 达到
了安装空调的标准。 其余的校区因年代较
久，均需进行线路改造或电力扩容，其中，
有的只需楼内扩容， 有的需要校内改造电
气线路， 有的甚至需要向供电局申请改造
变配电站。

在一些条件许可的公寓， 学生们早就
可以通过正常的申请程序， 自费购买和安
装空调。在能够装空调的几个公寓片区内，
根据校方5月的排查，北区有31%、江湾校
区有21%、张江校区有53%的房间由学生自
行安装了空调。

因此，在校本部的邯郸校区，唯一有条
件装空调的北区成了东区和南区学生的调

侃对象， 被称为 “北区有空调， 绝世而独
立”。

一则由《红楼梦》改编的段子在人人网
上被广为转发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
下，只觉背后涔涔出汗，因问：‘妹妹宿舍可
有空调？’黛玉道：‘不曾装，只听杨校长年
年提及罢。’宝玉又道：‘妹妹住哪个校区？’
黛玉便说了。 又道 ：‘可也有北区条件没
有？’黛玉便忖度着因他走读，故问我有也
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装空调是件
罕事，岂是人人能装的。’”

不过， 住北区的同学也很委屈：“只道
北区有设施，何人知缴电费时。”

趁着《哈利·波特》上映的热潮，装不了
空调的南区同学还结合校史，创作了“七个

碎片”的故事：“传说，要凑齐七个碎片复旦
南区才会有空调。谈家桢的日记，苏步青的
杯子，陈望道的帽子，陈建功的戒指，南区
的流浪猫，淹在虬江底部的项链，最后一片
在改建前的子彬院的旧宅里。 只有凑齐这
七片，复旦南区才会有空调……”

在所有的学生公寓中， 枫林校区西苑
是情况最复杂的， 也是最晚才能够装上空
调的公寓。

装不上空调的枫林学生们没有放过调

侃的机会。9月初， 一段2010级本科生军训
合唱“我们要空调”的视频走红网络，其创
作者正是枫林校区的学生。此时，其他校区
的学生公寓基本都可以安装空调了。 视频
中，几十名复旦学生穿着迷彩服，以《黄河
大合唱·保卫黄河》 的曲调唱道：“枫林的，
空调呢？我们要空调，我们要空调，本部张
江有空调了，复旦校区有空调的真不少，白
蚊帐里蚊虫叮咬受不了，用尽了樟脑蚊香，
踩死了蜘蛛蟑螂，不要风扇，不要蚊香，不
要蚊帐，我们要空调！”

不是每个学校的校长

都会潜水看帖

和空调一样被调侃的还有一位人

物———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学生们用戏
谑的改编不断表达着自己的愿望：“江州司
马青衫湿，玉良校长知不知”、“宅男汗尽宿
舍里， 南望玉良又一年”、“复旦安上空调
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刚入夏时，上海一直阴雨绵绵，气温不
高，同学们便将此戏称为“杨龙王”的“催泪
降雨术”的功力，使得天气凉爽，不用装空
调也可度日：“东海龙王杨玉良， 翻云覆雨
棋力强。 交大猖狂安空调， 怎敌虬江老龙
王。”

成了被调侃的中心， 校长杨玉良倒没
生气 ， 反而在网上 “潜水 ” 看学生的发
帖： “有学生说， 要把我绑到宿舍区住上
三天， 看看还安不安空调。” 5月25日晚，
复旦大学 “励志讲坛” 的主题虽然是谈大
学治理， 但讲坛一开始， 杨玉良就谈起了
空调问题， 表示校区较老， 工程大， 开支
多，不能马上全面改动，但空调一定会装；
副校长许征也介绍了空调安装工作进度和

困难，并向同学们道歉。6月的毕业典礼上，
杨玉良再次表示， 要尽快给学生们的宿舍
安装空调。

校长的态度得到了不少同学的认可和

赞许。复旦大学软件学院2010级学生“独孤
凌兰” 在微博上说：“空调的事情一直是复

旦的保留节目，调侃的成分大，认真的成分
也有。 杨校长是亲民型的老师， 开得起玩
笑。”

“要感谢杨校长，因为不是每个学校的
校长都会潜水看帖的，毕竟校长很忙的，也
不是每个潜水看帖的校长都愿意急学生之

所急。”伍伶飞说，“但是大家欢呼校长英明
的时候， 可曾想过全国安空调的校长有几
个？ 这位安空调的校长出现带有多少偶然
性？我们维护学生自身权益，是依靠这种偶
然性的因素， 还是应该寻找一种更稳定更
可靠的方式？”

假若校方完全不予理睬

这也就只是一个调侃罢了

“网络的方式比起传统的联名信什么
的，成本更小。网上发个贴子，大家转转就
是，不用跑来跑去，也不用花多少时间，鼠
标点一下就表达了意见， 而且潜在的风险

还更小，在一次次的转发、评论中，早都找
不到所谓的‘一小撮’了。大家在欢欢乐乐
的氛围里就把事给说了。 对于被提意见的
一方来说，因为不尖锐，也不触犯或者挑战
权威，也更容易接受。”复旦大学硕士生吴
焕良觉得，学生用网络表达意见，是一种多
方共赢的话语表达方式，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假若校方完全不予理睬，这也
就只是一个调侃罢了。”吴焕良认为，这种
方式对校方的要求很高。

面对学生们的调侃和嬉笑怒骂， 复旦
从校长到行政部门都给予了关注， 并尝试
与学生沟通。在工作进行中，学生工作部门
和总务部门除了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同学

征求意见外，还鼓励学生通过校长信箱、学
校官方微博和人人网等方式与校方沟通，
对后续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

网上校园生活服务平台上， 有关空调
安装的工作进度报告一直面向全校师生发

布。5月27日，《复旦大学学生公寓、 教学楼
电力扩容及线路改造工作计划》 发布长达
44页的PPT。此后，平台不断汇报着工作进
度。

枫林的空调安装最晚。 复旦大学新闻
中心主任方明在看过那段枫林新生的视频

后表示：“复旦学生的思维历来都比较活
跃。 不管学生怎么调侃， 都只是调侃。 沟
通越多， 他们越理解学校。 网上有意见认
为学生娇弱， 我觉得应给学生以充分的理
解。 100年前， 抽水马桶是奢侈品， 现在
是必需品。 上海年年酷暑， ‘热岛’ 效应
显著， 空调也变得不可少。 学校有责任善
待学生 ， 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条
件， 对学生艰苦朴素的锻炼可以通过别的
教育方式开展。”

“调侃反映出 ‘90后’学生的特色，他
们希望发出声音， 充分利用各种新的传播
途径，以类似‘网络包围现实’的方式在表
达、传递着他们的意见诉求，当网络照进现
实时，也就成功地完成了意见表达。这种新
鲜玩意儿很好。”复旦大学的一名中年教师
说。

前期的改造，加上后期的空调安装，工
程的总预算达9630万元。得知这个数字，一
名住在复旦南区的同学颇为惊讶，“没想到
9630万元的大工程， 就这样被我们的吐槽
给搞定了。” 本报上海9月26日电

9月26日早晨， 四川省华蓥市因 “9·19” 渠江特大洪灾被迫停课一周时间的明
月小学的学生， 高高兴兴地走向学校复课。 CFP供图灾区孩子复课了

城管新政如何走出“暴力”困境
实 习 生 陈之琰 李博宇 刘智宇

本报记者 王 帝

城管， 这一本为缓解社会矛盾而生的
事件， 却在近几年被指为矛盾的制造者，
在一片指责中声名狼藉。 为此， 各地纷纷
推出 “城管新政”， 却依然陷入尴尬的境
地： 2011年6月， 湖北启动 “城管革命”，
7月， 武汉城管执法时被打。2011年6月，石
家庄规范城管执法行为，8月， 网络上出现
“石家庄城管殴打卖水果老人”的视频。

城管新政之路究竟该如何越过暴力执

法与暴力抗法？城管新政的“百日之痒”应如
何破解？中国青年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武汉、石家庄城管新政的
“百日之痒”
有 900万人口的武汉市 ， 近年遭遇

5000多个建设工地的围困。 城市发展建设
与市民生活环境的矛盾， 横亘在城市综合
管理者的面前。

2011年6月8日，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发出通知， 要求迅速提升全省城市管
理工作水平。 7月1日， 武汉市委、 市政府
召开会议， 在全省率先启动 “城管革命”，
实施 “六大工程”， 整治17个突出问题。

“今年， 武汉市实施 ‘治庸问责’ 行
动， 提升武汉市容环境就是优化城市投资
环境。 城管革命， 革的是陋习的命， 革的
是脏乱差的命。革命，往往都是颠覆性的，
城管革命的目的就是用一个新环境取代过

去的旧环境。” 武汉市城管委执行副主任、
城管局长李记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早在去年3月 ， 武汉市由市长挂帅 ，
城管、 交管、 建设、 环保、 水务等部门参
与组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包管” 与
市民息息相关的各类城市环境问题。 率先
在全国走出一条具有江城特色的 “大城
管” 之路的武汉， 却在最近给关注湖北城
管新政的人们当头一击。

就在市长唐良智表示 “城管革命不达
目的绝不收兵” 之后的第6天，7月18日，有
媒体报道，武汉市江岸区发生“城管协管员
被流动摊贩打伤的突发事件”。受伤人员是
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局台北中队入职1个月
的协管员，事发当日下午例行检查时，与商
贩发生追逐，并遭“六七人拳打脚踢”。

6月1日，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
发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
规范》 （以下简称 《规范》）， 明确规定：
严禁使用不礼貌用语； 遭到侮辱谩骂时，
执法人员严禁与管理相对人发生口角或肢

体冲突； 等等。
这部总共7章48条的 《规范 》， 从语

言、 举止、 仪容、 着装、 执法、 实施与监
督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 并且细致入
微。 如 “杜绝服务忌语， 严禁使用脏话、
粗话、 训斥话、 讽刺话等不礼貌用语 ”；
“徒步巡查时， 应当保持正确的站姿、 走
姿， 威严有序”； 甚至还规定 “着衬衣时，
下摆扎于裤内”。

然而， 就在 《规范》 印发后百日内，
8月31日网上出现 “石家庄城管殴打卖水
果老人” 的视频 ， 令石家庄城管部门精
心维护的 “好形象 ” 又陷入网民们的非
议中。

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石家庄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 宣传办赵主任说： “8月30日
下午1点， 当时城管对水果商贩进行管理
时出现了不服从的情况。 两名队员对商贩
进行劝解， 一名城管协管员语言不当， 已
被开除， 没有发现打人等不当行为。”

郑州“城管外包”三年梦碎
2008年 6月 28日 ， 河南媒体报道 ：

“郑州市城管执法局要与市政管理局合并
了。” 郑州的做法成为当地市民的一种期
待。 人们期待着 ， 合并后郑州的城市管
理工作将更规范， “城管” 形象也能得到
改观。

报道显示， 当天上午， 郑州市组织部
长姚待献， 代表郑州市委与新调整的干部
集体谈话， 宣布将原市政管理局和行政执
法局进行职能合并 ， 组建市政管理执法
局， 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长期以来，
在郑州养犬管理 、 清理临时占道等工作
中， 执法局拥有执法处罚权， 而审批权却
掌握在市政局手中。

姚待献与新调整的干部集体谈话时，
要求新机构、 新班子要有新形象 、 新跨
越。 但此后的2010年秋， 郑州市近1个月
内发生4起城管人员粗暴执法事件。 新政
背后隐含的 “暴力执法 ”、 “城管外包 ”
等问题， 使得郑州市不得不 “改头换面”，
打破实行了3年的 “大城管” 模式， 设立
市政市容监察局， 行使原来郑州市行政执
法局的大部分职权。 这意味着在城管局内
部， 市政、 执法两大业务重新分离。

“城管外包” 梦碎并未止住郑州市探
寻城管改革的道路， 而城管新政实施后面
临的困难， 也并非只在郑州一地出现。

2011年8月底， 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上，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条例 （草案）》 提请审议。 针
对城管被广为诟病的 “暴力执法”， 该草
案规定 “辱骂、 威胁、 殴打当事人或者违
法损毁当事人物品的”， 将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然而， 就在舆论为深圳普遍叫好的同

时， 有媒体报道， 9月初， 深圳市龙岗城
街道办城管科为偷逃水费 ， 偷盗消防用
水。 据龙岗中心城供水所负责人回忆， 此
前在深夜巡查过程中也曾发现有城管车偷

水， 供水所工作人员前往制止时， 遭到城
管人员的激烈抵抗， 甚至他们还仗着人多
势众要打人。

2010年3月， 安徽省宣城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与深圳市升阳升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达成协议， 后者全面 “托管” 开发
区辖区内市容管理工作。 此举当时被视做
当地 “城管社会化整体推进工作” 的重大
进展。

可就在今年8月15日晚， 安徽当地媒
体报道 ， 在宣城市区发生一起 “城管打
人” 事件。 此后， 警方查明， 打伤流浪艺
人孙天宇的， 正是从城管局承包市区市容
物业管理业务的升阳升公司员工邓某、 徐
某等。

在各地城管新政遭遇尴尬并被网络舆

论攻击的同时，一些城管新政执行地的市民

们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没有感觉城管有暴力执法， 也没有

感觉石家庄的城管出现了什么负面消息，
我有时会接触到城管， 感觉他们没有新闻
里说的那么粗鲁 ， 都挺温和 、 文明的 。”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及城管暴力执法问题

时， 一位石家庄市民如是说。
“2005年以后， 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

很少出现 。 我觉得这个跟城市规划有关
系 ， 很多地方都增建了市场 ， 减缓了城
管与小贩的冲突。” 面对同样的问题， 一
位在石家庄做小生意的商户给出了类似

的回答。
受访民众的说法与官方的解释基本吻

合。 7月，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石家庄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建新， 他将此前
出台的 《规定》 看做化解之法矛盾、 构建
和谐城管的 “组合拳”。 他介绍， 石家庄
市每个区都配有5台 “移动摄像车”， 对执
法进行全程摄像， 影像资料每个月都向城
管委备案。

在武汉， 当记者问起城管执法的情况
时， 武汉市洪山区光谷体育馆附近的几个

小贩表示，感觉今年确实比去年“松”了。
“这次改善城管形象的举措有很多，

其中有一条就是城管部门接到市民投诉

后， 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落实， 并将处理
情况回告给投诉人， 这个举措反响还是很
不错的。” 武汉市青山区城管队员邱女士
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颠簸于“暴力”与“被暴力”
之间的城管

网络民意与现实民意不一样， 究竟孰
是孰非？ 又是何种原因导致各地的城管新
政被暴力阻碍？

中央民族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熊文钊认

为， 目前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素质导致了城
管执法时屡屡发生 “暴力抗法” 的现象。

“执法是要有严肃性的， 市民应该遵
守法律， 但目前存在城管执法体制不被尊
重的问题。” 熊文钊说， “有些媒体将暴
力城管的事情鼓噪得很混乱， 给市民造成
‘城管执法就不是执法’ 的感觉， 认为城
管执法就可以抵抗， 甚至打人。 目前不少
市民文明素质很落后， 与我们经济发展的

速度不能适应。 这样， 使得两方面的矛盾
越来越激烈。”

“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大家遵守法律的
基础上的，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矩，而一直
由少部分人来管理，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为何城管新政未能有效阻止暴力执

法？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认为， 除
了城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之外， 最主要的
原因是他们成为 “权力垃圾桶” 的窘境。

由于城管综合执法的体制， 现实中各
部门往往将不愿承担、 缺乏利益的职能划
分给城管， 规定的执法内容与现实中执法
能力的不配套， 导致城管体制在操作性上
产生问题。

“比如查黑车， 原本都是由警察来管
的， 但现在北京和上海查处黑车都由城管
负责。 由于车辆、 交通的管理都由公安掌
握， 在城管执法时就会遇到困难。 首先，
行政相对人不会听城管的 ， 车一开就走
了 。 这时 ， 城管执法需要交警部门的配
合， 否则就会遇到困难。 上海便出现了钓
鱼执法的情况。”

执法内容与能力的矛盾引发了社会上

关于城管权力应该扩大还是缩小的讨论。
“扩大的话， 城管本身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再扩大就没有监督了。缩小的话，又回到以
前的路子上， 很多部门来执法也不现实。”
田思源认为，现在需要给城管很好地执法、
履行职务的权力， 不能因为怕滥用权力而
不赋予权力， 同时也要加强监督。

上海染色馒头案主犯一审获刑9年
法院披露过期食品如何重新流入市场

本报上海9月26日电 （记者周凯） 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今天对 “染色馒头”
案 （本报4月14日曾报道） 作出一审判决，
生产、 销售 “染色馒头” 的上海盛禄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维禄及销售经理徐剑

明、 生产主管谢维铣， 分别以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至5年， 并
处罚金65万元至20万元。

2011年 4月 11日晚上 ， 中央电视台
《消费主张》 栏目曝光了上海盛禄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粗粮馒头， 不仅添加色素、
甜蜜素， 虚报生产日期， 而且还把过期的
馒头回收， 重新加工后再出售。 这家生产
馒头的作坊每天要给上海的联华、 华联、
迪亚天天等连锁超市的门店供货， 每天有
3万个问题馒头进入各大食品柜台。

在今天的宣判中， 法院确认叶维禄先
后聘请徐剑明担任盛禄公司销售经理， 谢
维铣担任生产主管。 叶维禄为提高销量，
在明知蒸煮类糕点使用 “柠檬黄” 不符合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 的情况下 ，

仍决定在生产的玉米面馒头中添加 “柠檬
黄”。

自2010年9月起， 叶维禄购进 “柠檬
黄”， 谢维铣根据叶维禄的安排， 在盛禄
公司厂房内组织工人大量生产添加 “柠檬
黄” 的玉米面馒头， 由徐剑明以盛禄公司
名义销往上海市的联华 、 华联 、 迪亚天
天、 乐天玛特等多家超市。

2011年4月11日， 上海市宝山区质量
技术监督局在盛禄公司厂房内查获大量添

加 “柠檬黄” 的玉米面馒头、 “柠檬黄”
等物品。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对上述查获的玉米面馒头及相关超市退回

的玉米面馒头进行了抽样检查 ， 均检出
“柠檬黄” 成分， 属于不合格产品。

经司法审计 ， 自 2010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4月11日， 盛禄公司添加 “柠檬黄”
的玉米面馒头销售金额计62万余元 。 同
期， 盛禄公司还回收已销往超市的过期及
即将过期的馒头， 重新用作生产馒头的原
料， 并以上市日期作为生产日期标注在产

品包装上。
2011年4月12日、 4月13日， 叶维禄、

徐剑明 、 谢维铣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 法院认为， 盛禄公司违反国家关于食
品安全法律、 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生产、
销售添加 “柠檬黄” 的玉米面馒头， 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62万余
元， 叶维禄作为盛禄公司的主管人员， 徐
剑明、 谢维铣作为盛禄公司实施上述行为
的直接责任人员， 均已构成生产、 销售伪
劣产品罪， 应依法追究3人的刑事责任 。
盛禄公司在生产玉米面馒头时还存在用回

收的过期或即将过期食品作为原料继续生

产的情况， 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的禁
止性规定， 故在对各被告人量刑时应予酌
情从重处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丁寿兴表

示， 在审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
过程中发现，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存在一些
漏洞和隐患。

一是监管不到位， 流于形式。 有些案

件反映出， 质监部门到公司检查时， 不进
入生产车间， 而是由被检查单位将抽检样
品交给他们， 质检部门工作人员贴好封条
后， 由被检查单位将样品送到检测部门，
而被检查单位都提供合格产品进行检测，
不会提供不合格产品。

二是监管环节存在漏洞 ， 存在监管
“真空”。 如 “染色馒头” 案中， 除了违法
使用 “柠檬黄”， 盛禄公司还将回收的过
期馒头作为原料， 重新用于生产， 这些经
过改头换面的 “再生” 馒头， 也大多流入
超市。 事实上， 国家工商总局在有关文件
中早已明文规定， 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超市应当 “立即停止销售， 撤下柜台销毁
或者报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超市并未把好进货
质量审核关， 对过期食品又未尽到销毁和
监督销毁等义务。

“由于缺乏配套、 完善的监管措施和
严厉的查处， 过期食品重新流入市场的漏
洞并没有被堵住。” 丁寿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