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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美食文化、韩国的风味小
吃、德国克朗斯的设备设计理念⋯⋯外国
参展商的加盟，丰富了买家的选择范围，
也成为本届展会一道亮丽风景线。

记者发现，很多国际参展商有备而
来。一位操着熟练汉语的立陶宛展商告诉
记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来自
立陶宛食品工业协会，协会专门挑选汉语
好的人员来华推介本国的生鲜肉制品。“我
们主要来宣传克朗斯的环保包装和生产设
备。”德国克朗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参展人员
告诉记者，克朗斯的无菌生产工艺和塑料
灌装技术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准，希望能吸
引更多的中国买家选择他们的设备。

上海熙可集团则意在打动更多国际买
家。熙可集团业务已遍及美洲、欧洲、大
洋洲、亚洲，是一家以食品、农业、全供
应链整合管理为主营业务的跨国集团公
司。“我们希望在展会上找到国际合作伙
伴，愿向合作伙伴提供食品全产业链解决
方案。”熙可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

尽管是首届展会，还是吸引了众多
国际专业买家慕名而来淘商机。穿梭在
展台间的买家团队中，20 位来自赞比亚
的买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赶在清晨开
馆时入场，在众多食品安全检测仪器旁
驻足良久，除了细细提问外，不少成员
还亲自动手操作仪器。这个买家团队中

有赞比亚食品领域的顶级专家，还有企
业 家 。“ 农 药 残 留 检 测 设 备 、 转 基 因 食
品 检 测 、 食 品 物 联 网 及 追 溯 系 统 设 备 、
营养成分组成检测等都在我们的采购之
列。团队此行安排满满当当，除了既定采
购计划，我们还将在一周内与不同的中
国食品企业接洽，寻找在华合作伙伴和
投 资 机 遇 。” 赞比亚商贸及工业部司长
Tobias Mulimbika 告诉记者，“食 品 化
学添加剂和虫害的增多正在危害全球食
品安全，我们想与中国食品检测企业建
立联系，了解中国在食品生产上、中、
下游的最新检测科技，以便更好掌控食
品化学含量及其健康指标。”

谈到中赞双方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互动
交流，Tobias Mulimbika 表示：“赞比
亚在培育有机食品方面经验丰富，有机产
业也成长很快，我们期待与中国企业分享
我们的经验，赞比亚将对在赞投资的中国
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中国—意大利食品安全对话”也是本
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对话会期间还举办了
意大利葡萄酒品评与特色食品展销等活
动，吸引了包括娃哈哈集团、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等来洽谈合作事宜。意大利卫生部
食 品 安 全 司 司 长 Silvio Borrello 表 示 ，

“2012 年，意大利对华食品出口仅占其出
口总额的 1%，中意合作能为中国与欧盟间
的食品贸易搭建渠道。中意可在食品贸
易、动物食品检验、监测人才培养，以及
食品生产追溯系统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意大利倡导的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的‘地中
海饮食结构’，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
们愿意与中方分享经验。”

食品国际贸易首先要在食品质量标准
上达成共识。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宗庆后认为，中国许多检测标准与欧盟一
些国家不尽相同，意大利食品出口厂商也
需要了解中国的检测标准。

推动国际买家与参展企业对接、洽
谈，让国际参展商展示其在食品安全领域
的好做法、新技术⋯⋯首届国际食品安全
与创新技术展览会正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
的国际展会。

上图 6 月 19 日，意大利使馆商务参

赞正在主持对话会议。

本报记者 李春霞摄

国际参展商与本土参展企业同台竞技，不同肤色和

国籍的买家团体纷至沓来⋯⋯首届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

技术展览会不仅吸引了本土龙头食品企业参展，众多跨

国企业也慕名前来——

近 日 ， 由 经 济 日 报 社 与 中 央 电 视 台 联 合 举 办 的

“食品安全 诚信守望”公益行动受到广泛关注，一个

多月中国经济网收到了网民投出的 5000 多万张选票，

讲诚信的食品从业者受到了网民认可，表达出全社会

对诚信的热烈呼唤。许多网民在投票之后留言，真诚

地希望食品企业要做得长长久久，而不要干“一锤子

买卖”，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锤子买卖”对食品行业的打击是致命的。一种

型号的产品出问题，所有的产品都会跟着倒霉；一家

知名企业出了问题，会让整个行业处于崩溃的边缘。

奶粉行业就是前车之鉴。

防止“一锤子买卖”，首先要求食品行业从业者诚

信自律。企业不论大小，既是食品的生产者，更是食

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严格遵守食品行业的法规，严

格执行食品行业的标准，是对从业者最基本的要求。

对企业来讲，这不应是一种负担，而应该是最主要的

资产和最好的投资。尽管企业的属性是逐利的经营主

体，但企业必须认识到，自律能够创造价值，安全能

够创造“百年老店”。如果做坏了名声，扰乱了市场，

不仅会将好端端的生意做成“一锤子买卖”，还有可能

赔个倾家荡产。

防止“一锤子买卖”，还要加强政府监管。这几

年，监管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清理

整顿食品市场秩序，成绩是有，但总体感觉监管体

系尚未健全，尤其是对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还没有

做到零容忍。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清查食品市

场的安全隐患，重拳打击“一锤子买卖”的不当行

为，让公众从政府清晰的态度里感受到食品安全的

信心。

防止“一锤子买卖”，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

力。不论是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还是媒体、专

家、普通百姓，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人人都可以发

言，时时都可以监督，通过社会共治让“一锤子买

卖”失去生存的土壤。再不能像以往一样，纯粹通

过市场本身的无序竞争慢慢形成一个模糊的食品安

全概念。

摒弃“一锤子买卖”，努力做个“长长久久”的经

营者，这是食品行业从业者应有的选择。食品安全是

企业长长久久的根本保证，也是企业最好的形象广

告。自觉抵制眼前利益的诱惑，对行业底线保持敬畏

的态度，如履薄冰，诚信经营，才能做出一个好的食

品企业，才能真正做到“长长久久”。

““ 一 锤 子 买 卖一 锤 子 买 卖 ””做 不 得做 不 得
朱 磊

2013 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
览会的第 3 天是“食品安全科学宣传与观众
体验互动日”。绿色包装展台聚集了很多观
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原科技司司长徐蓓
蕾正在讲解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前世今
生”。

“这样的解释太专业，我们还是不能更
好地理解。一次性发泡餐具不是国家禁止
的吗？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来参观的高
先生疑惑地问道。

徐蓓蕾指着一块标有一次性发泡餐具
“起源-发展-禁止-解禁”的宣传板说，
“一次性发泡餐具是用本身无毒的聚苯乙烯
颗粒经过发泡成型制成的餐具。”徐蓓蕾的
嗓子已有点沙哑，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介
绍着，“不光是饭盒、水杯、方便面桶这些
餐具，你们看那边的椅子、桌子都是用发
泡塑料做成的，非常清洁耐用。”

听完食品绿色包装的讲解，记者又来
到旁边的倍肯集团展位，那里正在进行一
项简单的科普实验。“我们的这款水质快速

测试笔在 10 秒内就能出结果，可实现对饮
用 水 、 生 活 用 水 、 游 泳 池 水 质 等 快 速 测
试。”来自该公司食品安全事业部的朱昀经
理说。

只见她拿起标有自来水的水瓶，慢慢
注入测试笔的保护帽。“这个保护帽其实就
是我们的取样器。”朱昀一边解释，一边把
测试笔的传感器头部插入保护帽，轻轻晃
动之后，测试笔显示的数字是 613。“如果
显示数字大于 600时，可能还有较多离子种
类且含量较大，不建议直接饮用。”之后，
朱昀又用同样的方法测试了瓶装纯净水，
显示数字为 008。

“对食品要科学认识，科学检测，这样
才能有效避免食品安全隐患，老百姓才能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专家说。

左图 6 月 19 日，2013 中国国际食品安

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上，工作人员正在为参

观者演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科 学 检 测 吃 得 安 心
——食品安全科学宣传与观众体验互动日侧记

本报记者 李万祥

科 学 检 测 吃 得 安 心
——食品安全科学宣传与观众体验互动日侧记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讯 记者许跃芝从今
天举行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食品犯罪保卫
餐桌安全”专项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上获悉：
自今年 1 月 25 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
展“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
以来，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已侦破食品安
全 犯 罪 案 件 4500 余 起 ，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8200 余名，捣毁“黑工厂”、“黑作坊”、“黑
窝点”、“黑市场”6300 余个，有效遏制了食
品安全犯罪高发势头，有力维护了群众餐桌
安全。

6 月 19 日是 2013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公安部主题宣传日。19 日上午，“全国公安机
关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集中
宣传活动在 4 个直辖市、5 个计划单列市和 27
个省会城市同步举行，通过实物陈列、照片展
览、视频播放、现场答疑等方式，全方位、多
视角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普及食品安全常识，
提升群众的识假辨假能力，发动群众积极举报
犯罪线索，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合力
推进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工作的良好局面。

记者了解到，这次集中宣传活动公布了公
安机关查缴的假劣食用油、肉制品、调味品、
保健品、酒水饮料、副食品等各类假劣食品及
非法添加物质 950 余种、15 万余件，现场发
放宣传材料 15万份，参与群众近 10万名。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持续不断地
打击整治，近年来食品安全总体形势稳定向
好，但一些重点领域违法犯罪仍极易反弹，新
的问题还可能不断出现，打击整治任务依然繁
重艰巨。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行
政主管部门的密切配合,进一步发挥职能作
用，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积极推动食
品安全综合治理，着力形成维护食品安全的整
体合力。

36 个城市同步开展

打击食品犯罪集中宣传

对食品要科学认识，科学

检测，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食品

安全隐患，老百姓才能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6 月 19 日，是 2013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公安部主题宣传日。

在活动现场，展台上摆放着公安机关查获
的各式各样的假酒、假烟、病死猪、假牛肉、
浸泡了淀粉的增重木耳、用化肥泡制的豆芽、
仿制的茅台酒等展品。“这些食品、药品，都
是公安机关在‘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
专项行动中收缴的。”大连市公安局讲解员认
真地对前来参观的群众做着讲解。

“药品本是用来救人的，如果因为假药耽
误了病情，这得多造孽呀！”在超市工作的市
民贾小宁指着两摞假药说。

从事了 20 多年假冒食品药品检验的辽宁
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李辉，是此次展览活动特
地请来的专家。说起食品安全检验，李辉告诉
记者：“相比过去，现在制假者的造假手段变
化繁多，五花八门，依靠普通百姓来识别假冒
伪劣的食品药品确实很难，因此，这对公安民
警的挑战就越来越大了。”

“尽管犯罪分子不断变换手法，但是相信
只要警民联手、协同作战，就一定会让这些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最终无处可逃。”公
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对参观者说道。

为了跟踪了解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最
终归途”，记者跟随公安民警一同前往沈阳市
郊区的老虎冲生活垃圾填埋场。

上午 11 时，20 多辆汽车载着总共达 9 吨
的收缴物资陆续开进了填埋场。民警将一箱
箱假冒伪劣食品药品从汽车上搬下来，堆在
一起，等待集中销毁。在火辣的阳光下，民
警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本报记者 许跃芝

加强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加强食品安全国际合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春霞李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