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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三伏天送棉被、霉变面包引发追问

备灾水平有多高 救灾能力就有多高

本报记者 王亦君

“三伏天，给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南方
灾区送棉被，不知该■的是谁？”当琼粤桂
滇等省（区）正在和台风“威马逊”抗争时，
一场有关究竟该给灾区送什么救灾物资的

争论也在进行。
7月20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

存储在广东省广州市备灾中心的2000床棉
被运往台风灾区。当天下午，有媒体质疑：
安置点的群众需要的是凉席、毛巾被，棉被
肯定用不上。数十万受灾群众在高温炎热、
水电中断的情况下等待应急救助， 灾区现
在急需供水。

对此，广东省红十字会解释称，救灾物
资的需求是由灾区工作人员上报来的。

7月20日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
护部副部长杨绪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发放棉被是我国救灾的传统， 棉被能铺能
盖，用途广泛。

红十字会棉被风波尚未平息 ，7月21
日， 海南省民政厅购买并发放给文昌市受
灾民众的面包中被发现有霉变的。 尽管随
后海南省民政厅向受灾民众致歉， 并将剩
余食品封存，承诺将调查清楚，追究责任，
但公众的追问并未停止。

救灾仍在继续，值得思考的是：在我国
这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救灾物资的储
备、发放应该遵循哪些规则；未雨绸缪的备
灾工作应该如何进行？

备灾中心储备哪些物资谁来决定

“棉被只是红十字会系统调拨给琼粤
桂三省区救灾物资的一部分。”7月21日中
午， 正在海南省海口市参与救灾的杨绪生
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杨绪生说，截至目前，通过红十字会系
统给粤琼桂三省区发放的救灾物资， 除了
棉被外，还有单帐篷、家庭包等，同时下拨
紧急备用金5万元，用于支持广西壮族自治
区当地红会采购大米等日常救灾物资。

“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除了海南省，
当地红十字会都建设有救灾备灾中心，都
有救灾物资储备仓库， 全国还有六大区域
性救灾备灾中心。”杨绪生介绍说。

30个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面积、 存储
的救灾物资品种是否都一样？ 杨绪生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存在一些差异， 存储物
资的种类由当地红十字会结合本地灾害特

点和救灾需要采购、配置，同时也要为下次
灾害做准备。”

“全国各地的储备仓库里，棉帐篷、单
帐篷和厚薄不一的棉被是必备的救灾物

资。近几年来，每年国家财政拨付给红十字
会总会的5000万元用于备灾救灾彩票公益
金中， 总会要拿出一半资金购买单棉帐篷
和棉被，发放给各地红会，存储在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里。”杨绪生说。

《红十字会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救助预
案》中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储存
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中，第一项
是帐篷，第二项就是棉被。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制定了灾情发生后

四级响应预案，四级响应时发放20万~50万
元的物资， 三级为50万~100万元， 二级为
100万~200万元，一级为200万元以上。灾害
发生地一级一级上报灾情需求，24小时内
需发出首期报告，一般用报表报告，紧急情
况下可用电话上报。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 《自然灾害和突
发事件救助规则》，各级红会在调拨、存储
救灾物资时都要填写 《中国红十字会救灾

工作报表》，其中第一张表中就要求填写救
助需求，并具体到品名、型号、数量以及预
计受益人数等。

杨绪生告诉本报记者， 红十字会作为
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助手， 在各种自然灾
害的应急响应和紧急救援、转移安置阶段，
工作的宗旨是保证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所
以各种救灾物资的采购、储存、调拨、发放，
都要遵循首先解决受灾民众的安置、 基本
生活问题这一规则。”

除了采购帐篷和棉被， 总会还要采购
一些大米，给各地红会。

除了这些救灾物资， 全国各地红会的
救灾物资储备仓库里大都存有家庭包，“近
几年各地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存储的家庭包

大多是港澳台三地的红十字会和一些企业

的捐赠。”
“家庭包对于灾区非常实用，由于海南

省没有红十字会兴建的救灾备灾中心，广
东、 广西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目前没有储
备家庭包， 发放给海南灾区的2500个家庭
包、 给广东灾区的1500个家庭包都是从福
建红十字会备灾仓库里调拨的， 给广西灾
区的1000个家庭包是从云南红十字会备灾
仓库里调拨的。”

杨绪生介绍说， 这批家庭包每个价值
390元，包括：毛毯1条、塑料席子1张、蚊帐1
顶、T恤2件、雨衣2件、毛巾3条 、内裤男女
各2条、袜子男女各2双，拖鞋2双、碗筷勺子
3套、卫生纸2卷、卫生巾1包，牙膏1支，香皂
2块，洗衣皂2块，牙刷3支，衣架3个、塑料夹
子10个，针线包1个，指甲钳1个，家庭医用
箱1个，圆珠笔2支，笔记本2个，手摇手电筒
1个。

据介绍， 海南省红十字会和海南航空
公司有合作协议， 救灾物资的运输一律优
先、免费运输，从福州调拨的2500个家庭包
都是由海南航空公司免费运输到海口市

的。
为何全国只有海南省没有当地红十字

会兴建的救灾备灾中心？杨绪生解释说，海
南省对于兴建救灾备灾中心有想法、 有迫
切要求，但是目前资金来源没有解决。

除了一些常规通用的救灾物资调拨和

发放， 各地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
转移安置受灾民众阶段， 都会使用紧急备
用金和一些企业捐赠的资金就地购买饮用

水、方便食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发放到
灾区。

“这时候，就不能走国家规定的救灾物
资政府采购既定程序了， 那需要20天的公
示期，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我们就征求当地
红十字会的意见，征得捐赠人的同意，就地

就近采购。”杨绪生说。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尚

存在诸多问题

此次棉被风波，促使公众不得不追问：
目前我国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状况如

何？当地震、暴雨洪涝灾害袭来时，是否有
足够的能力应对？

7月21日下午，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在
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我国救灾物资储

备体制建设情况的采访时表示， 经过十多
年时间初步建立起的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

系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重特
大自然灾害应对中发挥了明显作用， 有力
支持了抗灾救灾工作， 较好保障了受灾群
众的基本生活。

但是从近年的救灾实践看， 与现阶段
救灾需要和群众期待相比， 救灾物资存在
储备不足、方式单一、品种不够丰富、布局
不够合理、管理落后等问题，同时，市场在
救灾物资储备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薄弱，
全社会参与减灾救灾的认识和协同性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建立救灾物资储

备，是有效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保障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的根本措施。上世纪90年代末，
民政部与财政部开始探索建立我国的救灾

物资储备制度，十多年来，在各方重视和积
极努力下， 全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取
得明显进步。

在储备布局上，按照《国家综合防灾减
灾规划（2011～2015年）》中“自然灾害发生
12小时之内，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
救助”的基本要求，民政部在北京、成都、拉
萨等18个城市设立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
点， 多数多灾易灾的县都设立了救灾物资
储备库点， 全国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基本形
成。

在物资品种上， 各级民政部门按照保
障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
有洁净水喝”的要求进行储备。中央救灾物
资储备库主要存储生产周期长、 通用性较
强的物资，目前包括帐篷类、被服类、装具
类3大类14个品种， 包括帐篷、 棉衣被、睡
袋、折叠床、场地照明灯等，其中帐篷根据
不同需要，又分单棉两类以及12平方米、36
平方米、60平方米等不同大小类型。各地主
要存储保质期短、 符合当地灾害特点的物
资， 而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灾害特
点不断扩充储备物资品种。 如内蒙古自治
区储备有蒙古包， 南方多个省市储备了毛
巾被和夹克衫， 多数基层民政部门通过协
议储备等形式保障灾后食品、 水等物资的

应急供应。
在储备调运管理方面，近年来，国家先

后制定出台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央救灾物资储备
管理办法》、《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管理暂
行办法》等法规制度，各级民政部门和财
政 、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等部门及军队初
步建立起救灾物资定期储备、大灾后应急
补充储备、部门协同配合、军地应急联动、
省际间应急援助等机制，保证了救灾物资
应急调运工作的高效运行。

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
主”的原则，灾害发生后，受灾省区一般先
动用本省区救灾储备物资， 在本省区储备
物资全部使用仍然不足的情况下， 可申请
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给予支持。此外，发
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后， 由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的社会捐赠也为政府物资储备提供了

有效补充。
这位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

救灾物资储备的发展， 民政部目前正在制
定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规划》。希
望通过规划的制定实施， 进一步健全救灾
物资管理相应政策法规，按照“适度储备、
有效预防”的原则，科学测算储备物资的品
种和规模， 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分级储备数
量，建成覆盖全国、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统
筹兼顾的全国救灾物资储备布局， 构建多
元参与储备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建立上
下协同、标准统一、覆盖全国的物资储备网
络管理平台，不断提高灾害应急救助水平，
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备灾水平决定救灾能力

救灾还在持续，可以预见，备灾工作也
将会持续展开， 如何确保备灾工作能够防
患于未然？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是一家从事救

灾信息整理、分析、研判的民间组织，负责
人郝南曾经作为志愿者参与过汶川地震、
芦山地震的救援，在他看来，此次红十字会
因为救灾物资的发放遭受质疑， 说明目前
我国救灾物资的管理还比较粗放。 救灾物
资需要一些常规的、通用的，比如帐篷、棉

被等物资，同时也要有差异。当然，这对救
灾物资的管理会是不小考验。

在郝南看来，灾前阶段的减灾、防灾、
备灾工作可能产生的效果， 比灾后去救助
要好得多，“如果做得好、做得专业，会大大
提升救灾能力”。

郝南认为， 具体到救灾物资的储备和
发放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地区的地理环境、
气候差异和自然灾害发生的不同季节，以及
带给受灾民众的不同影响等因素，“如果棉
被可以作为最常规通用的救灾物资，那最好
能够做到有所区分，三斤重的棉被和五斤重
的棉被产生的救灾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其
实，在亚热带地区，应对台风暴雨灾害，应该
更多地储备毯子作为常规救灾物资， 比如，
在菲律宾， 遇到类似威马逊这样的台风，政
府发给受灾民众最多的就是毯子。”

据媒体报道， 海南省三亚市红十字救
援队队长表示， 这次发放的棉被并不是很
厚的，是薄棉被，灾区还是很需要的。

“这也是一种备灾能力提高的表现，汶
川地震之后，折叠床、彩条布等物资都已经
进入救灾物资政府采购清单里， 在很多受
到强台风影响的灾区， 彩条布能够用来覆
盖庄稼，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这些都会考验政府或是参与救灾的
民间组织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救灾
物资种类越多、型号越多，价格就越会有差
异，采购、存储、管理、运输、发放的成本都
会增加不少”。

除了大量存储常规救灾物资， 郝南还
建议， 一些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民政部门
和红十字会系统应该和当地或者就近地区

一些生产救灾物资的企业、 大型超市、物
流、 运输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一有灾害发
生，立即准备相关救灾物资运往灾区。

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陈建英表示， 目前对于受威马逊影响的地
区的救灾工作还处于紧急救援和转移安置

阶段， 救灾工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 在灾
害发生时， 救援队伍 、 指挥平台 、 应急
预案 、 救灾物资等方面都能及时启动 。
“从目前来看， 还不错， 但是在能够做到
的范围内 ， 救灾物资的发放还是要尽量
精细化、差异化”。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

新疆发布纺织服装产业
十年百万就业目标
本报讯 （实习生陈纤雨） 近日，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经信委等部门在北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未来10年， 要通过
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 带动新疆100
万人就业。

新疆作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

地， 棉花产量约占全国的60%。 新疆占
据资源禀赋好、 产业基础强、 增长空间
大、 延伸链条长、 人力资源丰富， 大规
模发展纺织服装业既有原料、 电价、 土
地、 区位等方面的特殊优势， 又有国内
外市场需求， 特别是拥有向西出口的优
势， 有利于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纺织服装
产业向新疆转移， 具备持续稳定发展、
逐步扩大规模的基础。

“2014年， 我们将培养专项高技能
人才300人。” 发布会上新疆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 人才的培养与规划将着重以
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为主进行专项岗位

培训， 就近就业 ， 将重点群众分类培
训 。 尤其是南疆地区， 政府在资金安
排、 项目布局上着重给予一定更优惠政
策。 同时对疆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多
渠道融资 ， 实施使用新疆棉花补贴政
策， 税收特殊优惠政策， 低电价优惠政
策等多种补贴政策并行。

“积极稳妥、 夯实基础”， 到2023
年， 棉纺产能将达到2000万锭， 针织面
料6万吨， 服装服饰产能8亿件 （套 ）；
化纤聚酯产业链形成PTA120万吨、 涤
纶95万吨的产量。 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
将达2125亿元， 全产业链就业容量达到
100万人。

近期， 上海市出台沪牌拍卖新政， 从7月开始， 只有驾照持有者才有资格参与
沪牌拍卖。 记者今天从上海一处拍牌标书购买点获悉， 这一新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全家出动参加拍牌” 的局面， 以往购买标书当周天天排长龙的情况得到改善。

图为7月22日中午， 位于上海浦东环龙路交通银行的拍牌标书销售点上， 以往
需要排起长龙才能交上2000元押金购买标书的情况得到改善。 这一浦东新区唯一
的标书销售点没人排队， 工作人员很空闲。

本报记者 王烨捷文并摄

从供货商到餐饮企业，过期的臭肉为何一路绿灯

舆情关注度过百万 43.3%的网友质疑监管失职
本报记者 李松涛

7月20日， 东方卫视披露 ， 麦当劳 、
肯德基 、 必胜客等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
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采

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行为 。 令人诧异
的是， 从供货商到餐饮企业 ， 过期的臭
肉居然能够顺利过关 ， 成为消费者的盘
中餐。

中青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 自7月
20日新闻披露至7月22日8时， 网络上与此
新闻相关的舆情信息高达1674627条， 其
中微博 1655300条 ， 新闻 5150篇 ， 论坛
14079篇， 博客98篇。

日常监管是如何完成的

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分析2000条数
据， 结果显示， 43.3%的网友将愤怒抛向
了监管部门， 认为监管不力是此事的最大
原因。

“应该起诉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和
失职渎职的行为！” 一位网友质问， 每一
次都是媒体曝光了有关部门才兴师动众

去查封 ， 难道监管部门平时不检查吗 ？
还是检查的时候都是事先告知 ， 或者有
人通风报信呢 ？ 发生了那么多的食品质
量事故， 为什么监管部门的工作依旧这
么被动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餐饮行业中企业众多， 监管部门根
本不可能采取人盯人的战术。 针对企业日
常的表现， 监管部门会划分出不同的等
级， 等级高的企业被认为是安全保障做得
好的企业， 日常的检查相对少， 等级低的
企业才是日常大量检查的对象。

针对餐饮企业， 日常的监管依靠日常
抽检和查询票证等方式完成。 所谓的查询

票证， 就是看企业是否从正规途径购货，
所采购的商品是否都是合格产品等等。 而
日常的抽检， 更多的是从商品的外观进行
检查。 除非有举报， 否则很少对食品进行
化学检测分析。

除了监管部门的监管， 企业之间也有
类似的监督， 在企业内部， 被称为质量控
制部门。 简言之， 餐饮企业会对所采购的
原材料、 半成品进行抽检， 以保证质量安
全可靠。 但是， 这样的监督并不能做到万
无一失。

一家长期从事进出口食品经营企业的

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供应商总有办法让抽
检检不出问题来， 企业内部的质量控制部
门对此都很头疼 ， 更不要说外部监管部
门。

在中国， 麦当劳、 肯德基、 必胜客等
洋品牌餐饮企业都是餐饮单位量化等级A
级企业， 而供货商上海市福喜食品有限公
司同样是上海当地的优质企业， 就在今
年， 该企业还被评为嘉定新城食品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 (A级)， 其母公司美国福喜则
是全球知名的食品供应企业。

理论上说， 这些企业意味着信誉和品
质。

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
了节省时间， 餐饮企业与上游的供应商之
间会基于信任关系简化监督。 比如麦当劳
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多年， 在抽

检合格之后， 会有一段时间的免检期。 如
果供应商在这段时间内做手脚， 那就很难
被发现。

“以往很多监管部门的抽检也是流于
形式， 事前打招呼， 事后惩处又打折扣。”
上述负责人说。

这种信誉和品质不仅体现在餐饮企

业与供货商之间， 还体现在与监管部门
之间的关系上 。 对于量化等级高的餐饮
企业， 监管部门的日常抽检会相对少一
些。

这似乎为食品安全监管摆出了一道难

题。 如果对所有企业都人盯人式的监管，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精力， 而不这么
做， 总会有个别企业放弃诚信。

“食品生产产业链细分是趋势 ， 但
这也意味着个别环节的不诚信可能导致

系统性问题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副研究员 、 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这样
说。

由于一家食品供应商不只是面对一家

餐饮企业， 当供应商违法违规提供原材料
后， 众多餐饮企业都会被卷入其中。

几个月前， 在北京召开的一个食品安
全的国际论坛上， 包括中粮集团副总裁万
早田在内的多位与会者都表示， 保障食品
安全不能靠监管部门人盯人， 而要构建食
品安全管理系统， 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也
需要更严格的准入标准。

多大的惩罚力度才能震慑

违法行为

那么，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在全世界都
表现良好的企业放下尊严与声誉， 开始弄
虚作假？

一位网友试图给出解释： 就是因为他
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 要是罚的他们倾家
荡产 、 违规企业负责人都要承担刑事责
任， 看谁还敢胡来？

网易的网友则表示 ， 在食品安全这
个问题上， 能理解政府在监管方面的不
力， 毕竟做到面面俱到不容易 ， 但不能
接受的是 ： 为什么不对曝光出的企业施
以重罚 ？ 为什么不能把黑心企业罚到破
产罚到痛？

翻开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 其第八
十五条对违法生产经营的法律责任作出了

规定，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
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许可证。

在此次事件中， 供货方将变质的肉制
品再加工， 显然属于食品安全法列明的
“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 的违法行为。 按
照现行法律， 能够处罚的金额将是货值五
倍以上十倍以下。

目前 ， 食品安全法已经进入修订阶

段， 对惩罚一项进行了调整， 五到十倍的
罚款被提高到最高三十倍罚款。 如果这次
的修订最终得以通过， 违法违规食品生产
经营者将得到更大力度的惩罚。

到目前为止， 此次涉案的货值还没有
最终的统计数据， 食品安全法当前的惩罚
标准能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产生怎样

的影响， 目前还无法估量。
但是从以往的经历看， 现有的惩罚力

度还不足以震慑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在中青舆情监测室的抽样统计中， 有

20.1%的网友呼吁， 要从根本上加大对食
品犯罪的处罚力度。

一名网友表示， 中国要向一些国家学
习， 商家违背良心、 违反职业道德、 违法
乱纪的一律罚它个倾家荡产！ 以后就没人
敢干这种事了。

相关的查处行动已经开展。 在新闻报
道当天，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
连夜查封， 并要求相关产品下架。

7月21日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出三点意见， 除了要求上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采

取控制措施外， 还要求全国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紧急检查涉事餐饮企业。 对企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要追根溯源， 一查到底， 严肃
查处。

该局表示 ， 对此次事件中涉嫌犯罪
的， 坚决移送公安机关。

严格监管与企业诚信缺一不可

此次过期肉风波尚未结束，7月22日，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向全国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发出紧急抽查令的第二天，西
安、成都、福州等地都发现了上海福喜食品
有限公司供应的肉制品。 更让人惊讶的是，
日本麦当劳也发布公告称发现上海福喜食

品有限公司供应的肉制品，20%的鸡肉来自
该公司，7月21日已经下架，并试图查出真相。

上海福喜工厂负责人在7月21日表示，
使用过期原料是高层授意。 这样的表态更
让网友感到失望与愤怒。

网友 “哈呼镜” 则表示， 看到那些过
期的肉制品优先在中国使用， 感觉愤慨和
失望，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这些商
家， 让商家知道痛才行。

在中青舆情监测室的统计中 ， 有
10.１%的网友表示已经对涉事商家感到失
望。 还有11.4%的网友表达呼声， 要求严
惩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不过， 有５．７％的网友表示， 错不在外
商， 而在经营者。 3.5%的网友依然认为外
企的食品比国内食品安全。

署名为山顶与蓝天之间的网友称 ，
也许外商本身没错 ， 只是中国人自己把
它做坏了 。 这些企业应该都是中国人自
己在经营， 中国人自己在想办法逃脱监
管、 在钻制度的空子。

尽管事件调查尚未结束， 已经有３.９％
的网友开始反思食品安全保障制度。 5%
的网友关注事件的后续处理。

一名新浪网友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这
名网友表示， 食品安全保障一方面需要严
苛的法律、 完善的制度、 负责任的监管人
员， 另一面需要商家的诚信之心。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

上海市政府：

约100吨福喜公司产品
已被封存

本报上海7月22日电 （记者王烨捷
周凯） 今天下午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 原本主题是 “上海书展”， 却被各
路媒体把提问的焦点引向 “福喜过期肉
事件”。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似
乎早有准备， 他手头握有一张福喜过期
肉事件最新进展的通告， 这是上海市政
府层面首次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公开回

应。
徐威称， 目前上海市公安局已介入

对福喜公司的调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已经对22家下游食品流通和快餐连
锁企业进行紧急约谈。 初步查明， 麦当
劳 、 必胜客 、 汉堡王 、 棒约翰 、 德克
士 、 7-11等连锁企业以及中外运普菲
斯冷冻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昌优食品销
售有限公司、 上海真心食品销售有限公
司浦东分公司等共9家企业已经封存了
大约100吨福喜公司产品。

记者注意到， 徐威全程未提及 “肯
德基”。 但在此前百胜中国 （肯德基 、
必胜客 、 东方既白等品牌的主要运营
方， 记者注） 的公开声明中则称， 将停
用上海福喜供应的肉类食品原料， 涉及
部分肯德基餐厅的芝士猪柳蛋堡和香嫩

烤肉堡， 以及必胜客餐厅的岩烤德克萨
斯风味牛肉。

上海市食药监局现已出动执法人

员500人次 ， 对178户次相关企业进行
了专项检查 。 一是针对生产领域 ， 重
点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和其他速冻食

品生产企业 ； 二是针对流通和餐饮服
务领域是否经营使用福喜公司的涉案

产品。

7月21日， 在海南省政府召开的抗风救灾新闻发布会上， 该省民政厅厅长苗建
中承认灾民领到发霉面包情况属实。 目前， 该厅已封存出现问题的290箱食物。 当
地政府对灾民领到发霉面包一事， 已经立案调查。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