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篇

本报“民生十问”已关注到食品安全的第三篇。两天来，很多市民纷纷致电本报以及登录星空社区发表自己对食品安全的

看法。统览这些意见和建议，记者发现有关食品安全的“不和谐”乱象还不少。如果您对食品安全及监管还有想说的，欢迎继续

拨打本报热线0551-2620110或登录“星空社区”http://www.xksq.net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记者 李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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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黄山路与潜山路交口“华然

&私享家整体家装1号馆”盛大开业。

庆典仪式还未开始，现场已经人头攒

动，到场嘉宾及客户近千人。安徽省美术

家协会主席张松先生也带领国内著名书画

名家来到现场，用一幅幅作品为华然献上

最诚挚的祝福。

随着现场响起有节奏的提琴合奏，四位

表演嘉宾登台献艺，为开业庆典奏响了

开场曲。主持人随后登台，邀请华然&

私享家整体家装 1 号馆总经理张国辉先

生，副总经理张智先生登台按下打板台，

华然&私享家整体家装 1 号馆庆典仪式

正式开始。

随着剪彩嘉宾金剪刀的闪亮一剪，在

到场嘉宾热烈的掌声下华然&私享家整体

家装1号馆开业庆典圆满结束。华然&私享

家家装1号馆正式开馆！

一家一世界 华然私享家整体家装1号馆耀世绽放

星报讯（记者 张敏） 前夜昨日雪花如

期而至，市民余先生像往常一样骑车上班，

途经合肥市王大郢小学附近淝河路以北的

一条无名水泥路时，一个淡黄色布包映入

眼帘。余先生上前一看，发现是一个冻僵

的婴儿，乌紫的颈脖露出襁褓。他立即拨

打了报警电话。

女婴发现时已经断气

记者昨日上午8时许赶到现场时，辖区

望湖派出所民警正在勘察现场。婴儿则被放

在警车后座，民警告诉记者，这是名女婴。

120急救医护人员赶到诊断后，发现婴儿早已

没有呼吸和心跳，整个身体已经僵硬。

记者注意到，事发地点极为偏僻，水泥

路的西侧是大片菜地，中间隔着一条新挖

的水沟，婴儿被放在一棵柏树下。该女婴

身体蜷缩成一团，头发稀疏，脸色乌紫，但

没有明显畸形，身边未留下任何证明其身

份的纸条或信息。据余先生称，在婴儿不

远处有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有喝剩的奶

粉和尿不湿。婴儿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内

衣，外面裹着一块绿色毛毯，而那个淡黄色

布包却是一个枕头，垫在婴儿身下，婴儿大

半个身子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颈部。

婴儿何时被遗弃？

周围群众对这个逝去的小生命众说纷

纭。记者采访时，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姐闻

讯而来，她急切地告诉民警：14日傍晚5点

多，她骑三轮车回家途经此地时，看到树下

有个黄布包，以为是他人随手丢弃的杂物，

就没在意。刚刚听说这边有弃婴，她怀疑

婴儿在前天傍晚就被遗弃在树下了。

“我要知道是小孩的话，肯定会把孩子

抱走的，起码是条人命啊，孩子的父母心

怎么这么狠呀！”。但这位目击者的述说

内容是否真实没有得到民警的证实，民警

称他们将展开调查。

随后，辖区刑警和法医均赶赴现场。

而后，女婴遗体被送往殡仪馆，具体死因还

在调查中。

宝贝，谁把你扔在雪夜的路边？
合肥昨晨发现一名女弃婴，婴儿当时已死亡

“前段时间我去一家大超市买粉丝，看

中了一种大袋里有小包装的粉丝。可是找

了半天，也没在外包装上看到生产日期，最后

才看到生产日期竟然印在里面的小包装袋

上。”市民小颖在电话里诉说了这样的苦恼。

专家解读：合肥市12315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按照规定，食品外包装上必须印

有生产日期。

乱象之十：生产日期难找

市民盘点食品安全十大乱象

“有一次同学过生日，我们去酒吧庆

祝。可我没想到，喝到了一瓶山寨‘轩尼诗

’，一看酒名是‘Hennessypt’，比‘正宗’的

‘ 轩 尼 诗（Hennessy）’多 了 两 个 字 母

（pt）。”在省城一高校读研究生的小黄说。

专家解读：傍名牌就是将著名的商

标注册成为自己的公司商号，以便混淆公

司名称与品牌名，试图使消费者误以为名

牌产品就是该公司生产的，从而扩大销路

获取利润，安徽省工商局工作人员说。

乱象之一：傍名牌

“前段时间央视曝光的‘一滴香’、‘羊

肉精’，开始说得像是洪水猛兽，后来又有

专家出来说只要不过量使用就对人体无危

害。”市民阿昭说，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添

加剂都是饭店厨师在做菜时随手加的，谁

能那么精确地控制用量呢？

专家解读：“香精香料类的食品添加

剂，国家使用标准的制定仍然显得比较落

后。”合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监管办主

任李冰这样告诉记者。

乱象之二：添加剂

“菜场里的普通菠菜1.5元/斤，到超市

里贴上‘有机’的标签后就要卖5元/斤，也

不知道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刘奶奶

打来电话的时候，疑惑远远大过无奈。

专家解读：合肥 12315 的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购买有机蔬菜的时候不要只

图好看，有机蔬菜可能有虫咬的痕迹，外

表看来可能更小、更细，味道也更纯。

乱象之五：有机“陷阱”

“有次去路边的小店里吃火锅，我们明

明都没点粉条，可是吃到最后居然在锅里捞

出两根粉条来。一想到我们的火锅可能是

别人吃剩下的，我当时恨不得把吃进去的全

部吐出来。”“一叶障目”在星空社区上留言

说，“听说很多路边的小菜馆因为用油量大，

会经常使用口水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专家解读：口水油就是客人用完餐后，

饭店服务员将剩余的油经过过滤，漂洗以

后重新使用，合肥市质监局工作人员说。

乱象之三：口水油

“今年中秋节前，我买了一盒‘虫草’月

饼送给爸妈。现在想起来，不知道所谓‘虫

草’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这种药材是不是人

人都能吃。”市民郑先生说，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东西，真应该有个规范。

专家解读：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处处长王朝忠告诉记

者，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目录按照《食品

安全法》的规定，必须由卫生部门统一制

定发布。

乱象之四：食药不分

“我喜欢网购，大到沙发，小到毛巾

牙刷，都是网购的。”网友“小叮当”在

星空社区留言说，自己有次从网上购

买罐头，收到的时候罐头快到期了不

说，还有一个被挤开了。“找网店的店

主索赔，店主也含糊其辞，到最后也没

拿到赔偿。”

专家解读：消费者在遇到消费问题时

应及时向 12315 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合肥市12315的工作人员表示。

乱象之六：网购混乱

“女儿常缠着我去买一些进口零食。

可那些零食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都不

知道保质期有多长时间。我担心孩子吃了

这种进口零食会吃出问题来。”市民陈女士

打来电话，显得忧心忡忡。

专家解读：“只要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的进口产品都必须贴有中文标识，而标识

上要注明商品名称、厂家和厂址等信息，没

有这些信息的商品属于‘三无’产品。”合肥

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乱象之七：进口“三无”

“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太多太乱，举个

例子吧，按卫生部门的规定，黄花菜不属于

干菜类；而按质监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规定，

黄花菜又属于干菜类。老百姓到底该听谁

的呢？”市民方女士来电说。

专家解读：“根据 2009 年颁布的《食

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现在由卫生

部门统一制定发布，以前的标准或合并或

撤销。”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流通

监督管理处处长王朝忠这样告诉记者。

乱象之八：标准太多

市民赵女士最近发现儿子总在校门

口的小店里买零食。“他告诉我他是为了

收集零食里的小卡片，而那些小卡片上面

的颜料用手一摸就掉了，这样的卡片，怎

么能放在孩子吃的零食里呢？肯定对身

体有害的。”

专家解读：“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一直是

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要加强对商贩

和学生的教育外，家长和学校也应该起到

正面的引导作用。”王朝忠如是说。

乱象之九：校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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