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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3月1日起实施。作为我国监管食品中农
药残留的惟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制定了
322种农药在10大类农产品和食品中的2293
个残留限量，基本涵盖了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
主要农产品。标准中蔬菜等鲜食农产品的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数量最多，并首次制定了同类农
产品的组限量标准（如谷物、叶菜类蔬菜、柑橘
类水果等28种作物组780项限量标准）和初级
加工制品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小麦粉、大
豆油等12种加工制品59项限量标准）。另外，
标准还涵盖了艾氏剂等10种持久性农药的再
残留限量。同时，2293项限量标准还首次推荐
了配套的检测方法标准。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索证索票

和台账管理规定》

3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保健品台账
等文件应当保存至产品保质期结束后1年，且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生产经营企业应逐步
实现信息化管理，建立电子档案。《规定》将购销
价格纳入到台账管理范围，明确对保健食品出
厂价格明显低于主要原料成本价格等可能存在
制售假冒伪劣、原辅料以次充好等现象，将依法
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6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逐项清理了以往食
品标准中的所有污染物限量规定，整合修订为
铅、镉、汞、砷等13种污染物在谷物、蔬菜、水果、
肉类、水产品、调味品、饮料、酒类等20余大类食
品中的限量规定，删除了硒、铝、氟等3项指标，共
设定160余个限量指标，基本满足我国食品污染
物控制需求，适应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需要。

“我们日常所说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
物的质量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安全问
题的定义是：食物中含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
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包含两个关
键词：‘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哪
怕是潜在危害）’。两个关键词同时存在，就
叫做不安全食品，从而构成食品安全问题。
日常生活中判断食物安全与否，就看这两个
关键词。”谈起食品安全问题，陈君石院士首
先明确了这几个基本概念。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一些食品安全问
题的曝光，不少群众对食品中所含物质的安
全性产生怀疑，“我们还能吃什么？”成为人
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对此，陈院士表
示，对待食品安全问题，要讲科学、讲证据，
不能靠想象。单独考虑食物中是否含有有
毒有害物质是不科学的，重要的是考量其风

险，而风险则与危害的性质、危害物的含量
以及人们的饮食习惯、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
有关。

“食物中凡是可能影响身体健康的，我们
都称之为‘危害’。”陈院士说，无论是生物性
的微生物污染，如沙门氏菌、单增李斯特菌、
致病性大肠杆菌等，还是化学性的农药残留、
重金属残留等，或是物理性的放射性核素等，
都叫做“危害”。“我们现有的检测手段已经能
够检测到痕量甚至超痕量的危害物。危害无
所不在，不能绝对消除。”

而这些危害造成健康损害的可能性和强
度，就是风险。风险高就形成了问题，风险低就
可以忽视。“如果一个危害造成健康损害的可能
性很小，即风险很低，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可接
受’的。”陈院士进一步解释说，例如生活中出
行，要坐车或开车，都会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

但大家对此并不担忧，这就是“可接受”的。当
然，对于高风险，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管理。
科学的看法和做法是，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食品安全和乘坐交通工具一样，不
可能零风险。我们在享受一些美味的同时，实
际上也在接受风险。”

我们不能指望食品“零风险”，但我们必须
弄清风险到底有多大？陈院士表示，有关调查
数据表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总体情况向
好，但问题不容忽视，例如食源性疾病、化学性
污染和非法添加物等问题。

“实际上，近几年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和信
息，其中不乏不科学、不客观，还有某些所谓专
家不负责任的言论，从而造成以讹传讹，进一步
加剧了老百姓的恐慌情绪。”陈院士说，由于信
息渠道不通畅、信息不对称，加上消费者自身不
太可能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

全问题产生了很多误解。例如，认为食品安全
就要“零风险”，认为超标产品就等同于有毒产
品，等等。“因此，必须畅通食品安全信息渠道，
建立起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

陈院士指出，目前我国的风险交流刚刚
起步，其首要任务是重塑科学的权威性，重建
社会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与信心。“实现这
一目标，第一要公开透明，不仅政府信息公开
透明，企业、行业信息也要公开透明；不仅决
策结果要透明，决策依据与过程也要透明。
第二要共同参与，政府、行业企业、研究机构、
媒体、消费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要参与。
第三要建立民间风险交流平台，从第三方的
角度提供权威的食品安全科学信息，同时有
效开展风险交流活动。”据悉，一个以科学家
为基础的民间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平台目前已
经建立。

科学认识食品安全问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谈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陈 郁

“春节前后，我们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好食
品安全这道关。”走进甘肃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店”兰州市亚欧超市，正忙得不可开交的经理郑
玉芳告诉记者，对于预包装食品，超市有严格的
准入门槛。“对于已经超过保质期1/3时间的商
品，我们坚决禁止进入卖场，对于保质期剩余1/
5时间的商品，我们会及时做下架处理。”

在超市散装食品区，记者看到，所有肉类
产品旁边都有一个标签，不仅有检验检疫信
息，还有产地等内容。在蔬菜水果区的上方，
悬挂着一个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着所有产品
的产地、价格等信息。“果蔬区每天都有农牧局
的工作人员进行抽检，所以，对于农药残留等
问题，顾客完全可以放心。”在一户卖茶叶的专
柜前，郑玉芳取出一张“食品购销凭证电子一
票通”对记者说，“我们所有的预包装商品和
80%的散包装食品都会进入工商部门的食品
安全电子监管平台，没有这个电子一票通的一
律不能进入超市。”

这个电子监管平台全称叫做“甘肃省食品
安 全 综 合 监 管 平 台 ”，该 网 络 系 统 整 合 了

“12315”指挥系统、许可证管理系统、食品检
测系统，使落实索证索票和进销货台账、“一户

一档”、“一户多档”等制度实现了电子化，体现
了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环节监管、行为监管、重
点区域监管、重点品种监管的多维监管体系，
实现了从批发源头至销售末端的全程监管，极
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兰州市工商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处，工
作人员登录进入“甘肃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
平台”，记者看到，大到一个企业的注册信息，
小到一箱牛奶的生产日期和去向，在这里都
能看到详细的信息。“同时，商户也能通过甘
肃食品安全信息网查看所进货物的相关信
息。”工作人员介绍说，通过这个系统，既能看
到商品从哪里来，也能知道它到哪里去了。“比
如某个批次的产品若出现问题，在第一时间
就能准确找到所有的同批次产品，及时做好处
理措施。要是以前，就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进行地毯式排查。”

从 2011 年开始，甘肃省就将食品安全示
范店建设列为“十二五”时期“十大惠民工程”
之一。目前，兰州市已有近 300家门店通过评
审，成为食品安全示范店。兰州市所有的大中
型商场、超市和批发户、食品安全示范店，均已
100%纳入电子监管系统。

1 月 31 日，记者随重庆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市质监局、市工商局等部门组成的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小组，到主城各区进行节
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在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永辉超市，检查
人员来到超市冷藏柜前仔细地查看了每一
款产品的标签标示和生产日期，并对出售
的腌腊制品、肉制品及临近过期食品的处
理情况进行了抽查。

记者在超市专门设立的临界食品专
区看到，货架上摆放的面包、蛋糕等食品都
贴上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请您当天食用”
标签。“我们有一套过期食品销毁机制。”超
市工作人员张女士介绍说，对于过期的未
销售食品，该超市统一集中销毁，并拍摄销
毁照片或视频，存入记录备查。

“临近保质期食品价格相对便宜，购买后
一定要尽快食用。”检查组提醒正在购物的市
民，如果不能及时食用就不要购买，避免产生
不良后果。市民黄真真告诉记者，看到检查
组如此细致地抽查，自己买得很放心。

随后，检查组来到陶然居餐厅沙坪坝
店。在餐厅厨房，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厨

房管理制度、采购制度，并检查防鼠防尘设
备、消毒设备、冷冻食品的储存设备等。“材
料的采购渠道一定要把好关，不能为了节
省成本，以次充好。”同时，餐厅负责人被要
求提供了食材采购来源记录。

“厨房要见得了光。”检查组成员、重庆
市质监局副局长何其说，“现在不少市民喜
欢在外吃年夜饭，所以，我们不仅要检查超
市、生产厂家，餐馆后厨也不能忽略。餐馆
必须要能清楚提供食材来源，便于发生问
题时能很好地向下追溯。”

陶然居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检查是
压力也是动力，通过检查人员的指导，餐厅
工作人员的质量和安全意识有了提高，很
多细节也将做得更加规范”。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春节期间食品安
全，重庆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门下发
了通知，对全市餐饮业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的重点场所、区域和环节进行安全隐患大排
查。“节日期间，我们还将以餐饮业经营的

‘年夜饭’、‘刨猪汤’等集体宴席为重点对
象，加强餐饮市场巡查，及时查处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重庆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说。

“大家看，检测样品和标准样品的颜色
一致，说明腊肉和香肠不含亚硝酸盐或者
含量极低，如果使用了亚硝酸盐，试剂的颜
色应该是红色的。”

春节前夕，贵州省湄潭县工商局的工作
人员来到县七星桥临时大菜市，一边检测食
品，一边告诉群众如何鉴别食品是否安全。

在菜市的野谷草净菜超市，工作人员
随机割取了 10 克左右的腊肉和香肠，切成
碎末后倒进小杯子，添加纯净水充分搅拌，
再把溶解液倒进试剂管。大约 5分钟后，监
测结果“新鲜出炉”。“合格、安全。”工作人
员告诉周边的群众，让大家放心购买。

在鲜肉售卖区，工作人员一边进行快
速检测，一边给记者解释检测原理，“过氧
化物酶只存在于健康动物的新鲜肉中，有

病动物肉一般无过氧化物酶或者含量甚
微。通过测定过氧化物酶的含量，便可初
步判断是不是病害肉”。

当天较费时间的是蔬菜农残超标检
测，10多种蔬菜总共花了 2个多小时。

在菜市的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快
速检测箱里拿出快速检测仪，把农残洗脱
液滴到白菜、菠菜、红菜苔、油菜叶等蔬菜
的叶片上。5 分钟后，再把液体分别注射到
早已准备好的试纸上。25 分钟后，打开快
速检测仪，检测结果一目了然。

“快速检测箱帮了我们的大忙，过去，
我们只能凭经验用肉眼来判断食品是否含
有添加剂或者违禁化学物品，现在有了快
速检测箱，肉、油、白酒、蔬果等常见食品都
可以做到快速检测、快速分析，合成色素类

检测仅需 30 分钟，而比较复杂的滴定类检
测也只需 45分钟。”湄潭县工商局经济检查
大队长田茂怀告诉记者。

针对春节期间的食品安全，贵州省工
商部门今年 1月份对食用油、香肠、腊肉、白
酒、饮料等 15类食品进行了重点监测，监测
区域覆盖该省 9 个市（州），确保节日期间

“舌尖上的安全”。
据了解，贵州省目前已建立起了较为健

全的流通环节食品质量检测体系、流通环节
食品行业自律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体
系。去年，该省工商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19.6万人次，检查经营户61.4万户次，检查批
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8万个次，查处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6.4万公斤，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5.9万元。

1 月月底，经过 9 个月的停业装修，上海第
一食品南京东路店重新开业。走进商店大门，
记者看到，不到 10 点，店内就已经挤满了前来
购物的顾客。

家住虹口区的顾阿姨买了不少熟食和腌
肉。她告诉记者，她经常来第一食品南京东路店
买东西，觉得这里品质有保证。“我们在墙上贴出
了温馨提示，告诉顾客购买熟食的注意事项，确
保顾客买得放心吃得放心。”商店销售员董俊告
诉记者。记者注意到，现做糕点及各类熟食的柜
台上，除了价格标签之外，还特别标明了生产日
期。“这么多熟食和蛋糕，如果当天卖不完怎么
办？”记者问。“我们比较了解一天的销售量，宁缺
毋滥，一般不会有剩余。如果有剩余的话，我们
都会做销毁处理，不会退回给供应商，以杜绝剩
余产品回炉另做的可能。”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黄健告诉记者。

“我们想用自己的品质管理来实现另一个
目标，即生产的高安全系数。”黄健说，借助此
次装修机会，第一食品店对自身的食品安全系
统进行了升级换代。比如，将原有的食品安
全检测实验室提升能级，通过与上海黄浦区
工商部门合作，实验室的快检项目达到 50 余
个，能够在最短时间对二氧化硫、亚硝酸盐、重
金属、甜蜜素等近百种理化指标进行检测。同
时，联合上海化工研究院，研发了非法添加物
快速检测系统，建立了超过 5000 种的非法添
加物谱图库，运用信息化快速指纹筛查技术，
识别食品中含有的非法添加物。此外，传统的
索证索票制度也实现了信息化改造：选取任意
一件商品，输入产品代码，就能显示出商品信
息、供方资质等全套可追溯信息，把不合格产
品进入零售的渠道全方位堵死。据介绍，目前
第一食品自主研发的供应商审核系统也已经
上线运行，可以实现对目前 600 多家供应商的
集中管理。

“很多食品生产企业都希望借助第一食品的
品牌做大市场，第一食品也正好利用这一契机
提升自身的产业链价值。”黄健说，目前，第一食
品已经注册了不少自有品牌，做什么、怎么做，
都是第一食品“说了算”。在这里，“用高品质的
零售倒逼生产的高安全”迈出了新的步伐。

用品质零售

倒逼生产安全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重庆——

让市民吃得放心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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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食品监管电子化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赵震强

贵州——

快速检测帮了大忙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通讯员 彭 剑

部分食品安全新规

 

春节近了，

年货备好了吗？

春节近了，

年货备好了吗？

②2 月 3 日，在江苏南京市第 12 届全国春节食

品商品交易会上，100 余个食品展位推出的年货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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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商品交易会上，100 余个食品展位推出的年货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③2月3日，广西武宣县三里镇东岭村村民在蒸米

饼。当日是农历腊月廿三，民间俗称“小年”，广西武宣、

桂平等地有做米饼的习俗。 陈冬梅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 《卫生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试行）》近日实施。该《预案》适用于卫生部开
展《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的特别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相关应急准备和应急处置
等工作，以及指导和支持地方卫生部门开展重
大及以下级别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应
急处置等工作。《预案》强调，要实现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食源性疾病监测、医疗救治等信息网
络；要制定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制度，组织
收集和分析食品安全事故信息；设立信息报告
和举报电话，畅通信息报告渠道。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食
品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
级别。根据分级情况，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分为
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响应，分别由国务院和省、
市、县级人民政府启动应急响应。 （小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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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 月 4 日，市民在社区年货大集选购商品。

当天，北京大兴区兴丰街道举行“年货进社区，门口

赶大集”活动，将一些百姓需要的年货商品带进社

区，过年气氛渐浓。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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