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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五河县人民检察院依

法对4名犯罪嫌疑人做出批捕决

定，罪名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令人咋舌的是，这起案件牵

出了凤阳县一家较大规模的食用

火锅油企业——凤阳县花香清真

食品有限公司，近两年来，该公司

使用属工业用油的“熟牛油”共约

100余吨，生产食用火锅油。

昨日，记者从五河县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从 2010 年起，五河

县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蒋

某某、王某某、黄某某明知生产、

销售伪劣食用油会给人体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仍昧着良心非法生

产销售。 刘某某等人在未取得

营业执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情况下，

分别以自家房屋作为生产场地，

通过从个体户手中收购来“生牛

油”后，采取熬煮、冷却、装袋等工

序，利用土炼锅炼制成“熟牛油”。

至去年 11月份案发，近两年

的时间里，四名犯罪嫌疑人共生

产属工业用油的“熟牛油”约100

余吨，价值人民币约80余万元，

销售给了生产食用火锅油的凤阳

花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用工业用油制作火锅油近两年

凤阳一企业用百余吨工业用油制作火锅油

产销近两年 工商质监不知情
伪劣火锅油 至今不知流向何方

凤阳县花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从 2010 年上半年开始，生产食

用火锅油对外销售，但其所有的原料竟然是工业用油。更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凤阳县工商和质监部门竟然表

示对此不知情。如今，这利用百余吨“熟牛油”制作成的伪劣火锅油

流向了何方？没有一家部门对外公布，消费者仍然蒙在鼓里。目前

滁州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处理。

两年内，凤阳花香清真食品

有限公司使用了100多吨工业用

油，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怎么销

售出去的？这些食用火锅油流向

了何处？

“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这个

案件是滁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

的，我们没有介入。”昨日下午，凤

阳县工商局公平交易局的陆姓负

责人告诉记者，凤阳花香清真食品

公司位于该县临淮镇，于2010年上

半年开始生产食用火锅油。去年

底，案件发生后，该公司已经停产，

公司负责人被警方带走，目前该公

司只留下一名看守大门的人员。

“该公司使用工业用油生产食

用火锅油，时间将近两年，在这个

过程中，工商局有没有察觉到？”

“生产领域的质量问题是由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工商局

只管流通领域的。”面对记者的提

问，陆姓负责人答复说，案件发生

后，他们对凤阳县的市场进行了

调查，但没有发现该公司生产的

食用火锅油。

“该公司没有在凤阳市场销

售，产品是销往外地了，我们也没

法管理。”该负责人表示，具体100

多吨食用火锅油流向了哪里，他

也不知情。

工商局：产品销往外地，没法管理

随后，记者与凤阳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取得联系，该局食品股

赵股长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向记

者证实了凤阳花香清真食品公

司，使用工业用油生产食用火锅

油一事，并称滁州市公安局正在

调查。

“近两年来，凤阳质监局有没

有履行监管职能？为何该公司能

够长时间内大量使用工业用油，

产品质量检测却能顺利过关？这

些伪劣食用火锅油又流向了何

处？”

面对记者提出的疑问，赵股

长称他不清楚这些情况，等他了

解后再向记者回复。截至记者发

稿时，赵股长打来电话称，该局分

管领导在外地开会，需要等领导

回来后才能就此事做出说明。

昨日，记者向滁州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核实了解到，凤阳花香

清真食品公司使用工业用油一

案，的确是由该支队在办理，目前

案件正在处理之中。

从去年 11月份案发，两个多

月的时间过去了，凤阳花香清真

食品有限公司使用了100多吨工

业用油，生产出来的食用火锅油

究竟销往了哪里？至今没有一家

单位公开发布信息，记者无从知

晓，消费者也蒙在鼓里。本报将

继续关注。

质监局：情况属实，产品如何通过检测不清楚

星报讯（实习生 曹弘扬 记

者 董艳芬）“春节年年有，年货今

年最‘坑爹’。”昨日上午，省城市

民王小姐在省城某社区网站上发

帖称，自己在春节期间碰到了“坑

爹”的年货。

王小姐告诉记者，今年过年，

亲戚送来的礼盒包装好的酒，打

开一看，酒瓶盖却已经被拧开了，

吓得家人不敢喝。“今天到办公

室这么一说，同事们也大多被‘坑

’过，还有人说礼品被‘山寨’了，

我就想发个帖子，让网友也来‘呱

呱’春节遭遇雷人、坑爹的年货。”

而王小姐的“牢骚”帖也确实

点到了很多人的痛处，不少网友

跟贴表示自己也收到过“坑爹”的

年货。网友“小栋子”告诉记者，

自己还被单位发的年货大礼包

“坑”到了。“发的500元年货大礼

包，回家拆开一看全都是瓜子、腰

果、开心果、大红枣、巧克力等零

食，对比超市价格算了一下，也就

值300元左右。”截至昨日下午

17点54分，记者对合肥的71名网

友进行调查发现，有57.74%的网

友表示春节期间“买到或者收到

‘坑爹’年货”。

市民占女士告诉记者，“每年

过年都能收到过期的东西，都是

亲戚送的，还不能说什么，一怕伤

感情，二来估计对方也不知道这

礼品是从哪来的。”占女士苦笑着

说，这看到保质期的还好，如果年

货是在华丽包装内里玩“猫腻”，

估计只能等打开时才能知道了。

记者将各方的反映归纳了一

下，封装年货玩“猫腻”的方法大

致有四种，一是鸡蛋礼盒内“缺

蛋”；二是水果礼盒以小充大、以

次充好；三是礼品箱内缺斤短两；

四是礼盒里装的食物变质发霉。

陷阱一：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小马用年终奖在网上买了个

单反相机，原因是网店中的价格

比实体店中便宜了700元。然而

等拿到相机后，小马却发现套餐

中的相机包等物件质量十分低

劣，根本不是正品的佳能相机包。

网监分局的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小马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网

络上制假售假的现象十分严重，网

店中假名牌满天飞。以致不少消

费者对网络购物产生了偏见，认为

“网货”就是“假货”的代名词。

陷阱二：
炒作信用，虚假宣传

梅梅在一家“双皇冠”

（代表该网店信用等级较

高）网店里买了几百元的

化妆品，回来之后发现包

装劣质，和专柜正品有明

显区别。“我后来听朋友

说，这家网店是专门找人

刷信用等级的，其实卖的

东西都不是正品。”

许多消费者认为，信

用高的网店，货物质量就

有保障。然而网监分局的执法人

员表示，目前网络上出现了专门帮

助卖家炒作信用的黑色产业链，

一手收钱，一手将不良网店的信

用度人为炒高，欺骗消费者。消

费者在选择网店时，一定要慎重。

陷阱三：
网络钓鱼，植入“木马”

丹丹本打算网购一件毛衣作

为新年礼物送给母亲，在与卖家

谈妥价格后，她点下了卖家发过

来的商品链接开始付款。付款之

后，才发现卖家发来的链接页面

并不是真正的淘宝网，400块钱就

这样流入了骗子的腰包。

网监分局执法人员提醒消费

者，不要随便进入那些通过搜索

得来的网站链接。在网购的时

候，也不要随意在任何电脑上都

去网购，除非选择货到付款方

式。建议消费者应在个人电脑上

安装正式的杀毒软件，并且升级

到最新的版本。

陷阱四：
售后扯皮，服务打折

卖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售

后服务时却百般推诿，这也是许

多网络买家遭遇的烦心事。网监

分局执法人员称，由于很多网购

都是异地购物，买家和卖家又不

见面，因此一旦所购物品出现问

题，卖家又扯皮的话，买家维权将

会变得十分艰难。

春节年年有，年货今年最“坑爹”

合肥近6成网友称年货被“坑了”

炒作信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这些网购陷阱 你中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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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工商局网监分局了解到，节日期间消费者遭遇的网购陷阱可谓是五花八门。记者归

纳了几个方面，现在就来看看这些掉入“陷阱”的消费者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吧！ 华传玺 记者 李皖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