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以 上 ”， 这 是 近 年 来 我 国 蔬

菜、畜禽产品、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连

续监测的合格率。“低于 50%”，这是消

费者对我国主要农产品质量的认可度。

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出当前食品

质 量 安 全 监 测 与 公 众 感 知 之 间 的 “ 鸿

沟”。

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最主要原因是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不足。提振信心，

切实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是根本保证，

但不可忽视的是，让全社会包括食品经营

者、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能够掌握

一定的食品安全基本科学知识，从“无知

有畏”变为“有知无畏”，也是促进全社

会共同维护食品安全，缩小认知“鸿沟”

的有效途径。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食品等事物的

认知过程可以分四个阶段，从“无知无

畏 ” 到 “ 无 知 有 畏 ”， 再 到 “ 有 知 有

畏 ”， 最 后 也 是 最 好 的 阶 段 是 能 做 到

“有知无畏”。无知者往往不知深浅，无

所畏惧，有一句俗语叫“不干不净，吃

了 没 病 ”。 而 随 着 人 们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吃

得 更 加 “ 讲 究 ”。 近 年 来 ，“ 毒 大 米 ”、

“ 毒 牛 奶 ” 等 事 件 的 爆 发 ， 病 从 口 入 ，

让 人 们 对 食 品 质 量 安 全 有 了 更 多 的 担

心，稍有风吹草动容易草木皆兵，宁可

信其有，以至于对于一些食品无知者有

畏，一知半解者也有畏。如引起恐慌的

“毒香蕉”、“毒橘子”风波，个别媒体

报 道 大 面 积 香 蕉 感 染 了 号 称 “ 香 蕉 癌

症”的巴拿马病，但并没有说清楚巴拿

马病毒是否会影响人类健康，也未表明

成熟的香蕉是否带“毒”。结果是香蕉

严重滞销，不仅让种植户损失惨重，也

让 人 们 在 面 对 卖 相 好 的 水 果 时 半 信 半

疑，甚至望而却步。

冷静分析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事

件，可以看到大多数事件被放大的原因

在于科学事实与媒体和消费者认知之间

的不对称。有知者，才可能理性看待、

科 学 甄 别 ， 不 信 谣 传 谣 ， 即 “ 有 知 无

畏 ”。 要 让 公 众 对 食 品 质 量 安 全 “ 有

知”，首先需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比如

奶粉，其生产过程、质量标准、检验检测

结果等都可以向全社会公开。其次需要及

时回应有关质疑。对出现的食品安全事

件，有关监管部门要及时拿出科学、客

观、有充分说服力的数据和报告，食品

企业也要积极配合。第三，媒体需要有

社会责任感。在全媒体时代，媒体既要

发挥监督作用，又要考虑正确引导社会

舆论，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为了博得眼

球而夸大其辞，更不能报道虚假信息甚

至谣言来误导公众。第四，需要更广范

围的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在今年的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中，一些权威部门印制

了大量科普小册子，免费分发，各地也

纷 纷 举 行 科 普 知 识 展 。 然 而 ， 这 还 不

够，食品安全宣传应该成为常态，应该

更多地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实现从中小

学生到农民工的全覆盖。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监管部门、食品

行业从业者、专家、媒体绝不能责怪公众

无知，也绝不能用“无知”来作为忽视食

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挡箭牌。提高公众对食

品安全的科学认知，是社会共治、同心携

手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

消弭公众认知“鸿沟”
陈学慧

食品安全宣传周虽然落下帷幕，但人们关注食
品安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在中国经济网的

“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页上，众多网友登录并留下了
自己对食品安全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轻舟”：每个食品行业从业者在自己的岗

位上都尽职尽责，力求有所突破，问题食品出现的

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dqy2008”：我们应该跳出食品安全来

看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监管问

题，也是法律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只盯住

食品行业解决不了问题。一些食品行业从业者在自

己能左右的空间内、时间内掺杂作假，加之整个行

业的准入门槛太低、食品安全知识的匮乏等，导致

问题频现、屡禁不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非一日

之功。

网友“小马过河”：社会协同共治，企业发挥

主体责任，政府有力监管，消费者提高认知，媒

体监督等，这种设想实施起来有难度。当今市场

竞争激烈，企业生存都很艰难，很难将大量人力

财力投入到质量控制中。不过我相信这种状况不

会久远，在各方的努力下，食品会越来越安全、

营养。

网友“拔丝猫”：以前看过一个食品安全节

目，讲的是一个专家用香精色素调制饮料，言语

之间误导观众，这种哗众取宠的宣传，只会给食

品安全问题雪上加霜。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具有

权威公信力的机构，对食品知识的科普必须严谨

客观，多做诸如 《舌尖上的中国》 这样的优秀节

目，对食品知识作正确的引导，食品安全需要正

能量。

（来源：中国经济网）

6 月 17 日 至 27 日 ， 由 国 务 院 食 安
办、公安部、商务部等 14 个部门主办，
31 个省区市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从内蒙古大草
原到海南三亚，从乳制品行业到食物调味
料行业，从食品企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从
行业协会到新闻媒体，从产品原料检测到
售后监督⋯⋯食品安全宣传渗透到了每一
个角落，播撒到每一个从业者和消费者的
心里。

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
“社会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从
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学校，百余项各类
活动的举办，激发起全民参与食品安全共
治的热情，向全社会传递出积极信号：构
建食品安全，树立主体意识，让更多双眼
睛盯住、更多双手管住食品质量安全。

6 月 19 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的重头戏
——“食品安全进超市科普宣传”率先在
北京登场。质监部门的食品检测车直接开
到了各家超市门口，顾客纷纷把手里拎的
肉菜交给工作人员检测。此次活动还设立
多家分会场，在多地同步举行。据统计，
全国参与该项活动的群众人数达到了 15
万人次。

从整个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的活动情
况看，每项活动都不局限于教条式的宣
讲，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食品
安全科普知识，营造出一种“维护食品安
全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其创新性及社
会意义均值得推广和借鉴。

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70多位基层
食品从业者的故事，让食品行业从业者感
同身受，修身律己。这项由经济日报社和
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食品安全 诚信
守望”新闻宣传公益活动，得到了网民的
普遍好评和广泛参与，一个多月时间里，
共有 810万网民参与中国经济网的投票。

相继举行的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中国
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食品
安全 诚信守望”新闻宣传公益行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部等 10 个
部门依次举行的主题日活动等，为构建企
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制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营
造了良好的氛围。

“维护食品安全，需进一步拓展外部
联动和社会监督途径，由单纯依靠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向多方主体参与、多种要素发
挥作用的综合治理转变，推动社会协同共

治。这是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思路的重大
转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
长王明珠表示。

一系列事关食品安全的政策法规、行
动举措在宣传周期间集中发布。

——新版 《食品安全法》 初稿将于近
期出炉。这是刚成立不久的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发出的声音。新版 《食品安
全法》 修订后将增加新的内容，包括建立
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设立最低
赔偿金等；

——5000 个食品安全标准将清理整
顿。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将对我国每一个食品安全标
准提出处理意见，需要废止的废止，需要
补充的补充；

——15 万余件假劣食品及非法添加物
质被查缴。公安部在 27 个省会城市同时
开展“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
行动宣传。期间公布了查缴的假劣食用
油、肉制品、调味品、保健品、酒水饮料
等各类假劣食品及非法添加物质 950 余
种、15万余件；

⋯⋯
同时，各地也创新性地推出了一系列

举措，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管理。
北京食品安全部门负责人宣布，食安

知识将纳入北京中小学教材，3 年内北京
高校将普配食品安全检测设备，今后学生
也将参与食品安全管理；

上 海 公 布 了 首 份 食 品 安 全 “ 黑 名
单”。根据刚刚出台的 《关于上海食品安
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黑名单上
的责任人不仅要受到严厉的行政或刑事处
罚，还将面临最严格的行业准入。

山东正式成立食品安全城市战略联
盟，17 个地市政府组成的战略联盟发表
集体宣言，共同维护山东食品产业的声
誉和形象，为山东乃至全国人民提供安
全食品；

⋯⋯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表明了各级政

府整治食品安全的决心和信心。政策能否
发挥作用，关键看落实。

上图 6 月 26 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的工作人员在向一位市民 （右） 普及

食品消费知识。当日，上海市 2013 年“食

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丁 汀摄（新华社发）

为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营造良好氛围

——2013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朱 磊

本报北京 6 月 27 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2013 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媒体开放日活动今天在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举行。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司副司长王铁汉表
示，希望通过活动，让公众对食品药品的
检测机构和检验程序有更多了解，从而更
好地实现检验支撑监管，共筑食品安全
目标。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实验室的工作
人员将一粒保健品胶囊内物质倒入实验容
器，随即加入溶剂，振荡使其溶解，再将
试纸在容器壁上轻擦一下，拿到实验设备
上检测。电脑屏幕立即就显示出该保健品
中所含的非法添加物质。“这是快速检测
方法，用于对保健品中非法添加物质的筛

查 ， 但 快 速 检 测 是 不 能 作 为 执 法 依 据
的。”中检院食品化妆品检定所副所长丁
宏介绍说。

针对公众认为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反映
是不是有点慢的质疑，丁宏介绍说，如果
有人因为吃了凉拌菜、熟食这类食物闹肚
子，我们就会对该食品进行检测，专业上

叫做食源性致病菌的检测。这类检测中重
要的一步实验叫做增菌培养，这个过程就
至少需要 16 个至 18 个小时，整个检测实
验完成需要 3天左右时间。

“中检院作为国家检验药品生物制品
质量的法定机构和最高技术仲裁机构，我
们始终都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检验检

测，就是为了让公众放心。”中检院院长
李云龙表示。目前，中检院具备了在食
品、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方面 400 余项检测
项目的检验检测能力，涉及理化、微生
物、毒理、功效等多个专业领域，具备较
强的食品、保健食品和化妆品安全监督检
测能力。

检验支撑监管 构筑安全屏障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媒体开放日活动举办
检验支撑监管 构筑安全屏障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媒体开放日活动举办

汇聚共治正 能 量

网 友 建 议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指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有关生产经营

单位、社会组织乃至社会成员个人，共同关心、支

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推动完善社会管理手段，

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管共治的格局。

社会协同共治是创新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基

本思路，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公共利益最大

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公

共服务分散不均、监管力量相对不足和微观环境复

杂多变等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共同落实，行业自律和社会他律共同生

效，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共同激活，法律、文化、

科技、管理等要素共同作用。只有形成社会各方良

性互动、理性制衡、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社会共

治格局，才能不断破解食品安全的深层次制约因

素，不断巩固食品安全的微观主体基础和社会环境

基础。

“2013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社

会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围绕这个主

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社会广泛参与的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深入反

映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和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

展，阐述未来食品安全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举

措；着力引导食品企业及从业者形成主体责任和

道德诚信意识，强化道德观念教育，倡导诚信从

业风气，普及信用文化知识；推动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社会监督和消费维权，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部门与其他部门、机构之间建立更为有力的协

同联动治理机制，形成坚实的外部约束和道德底

线。促使食品安全保障由单纯依靠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向多方主体主动参与、多种要素共同发挥作

用的综合治理转变。

（本报记者 陈 郁整理）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本版编辑 闫 静 孟 飞

“一片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架着筷子的饭碗”——在2013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

这个象征“安全餐”的标识逐渐被人熟知，“社会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的理念也

逐渐形成共识。

“一片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架着筷子的饭碗”——在2013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

这个象征“安全餐”的标识逐渐被人熟知，“社会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的理念也

逐渐形成共识。

保卫餐桌安全保卫餐桌安全

6 月 2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测员展示经过

高速离心仪器分层的西红柿浆液，最上层就是可能含有残留农药的溶液。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6 月 19 日，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民警在向市民讲解假冒食用油的鉴别

方法。当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 36 个城市同步开展了“打击食品犯

罪保卫餐桌安全”成果集中展示活动。 郑 勇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