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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餐具卫生严查餐具卫生

近日，阜阳市

阜南县卫生健康执

法人员在一餐饮具

集中消毒厂检查餐

具消毒情况。夏季

是各类传染病高发

期，阜南县卫生健

康执法人员重点对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的工作环境、防

鼠防蚊蝇设施等进

行检查，确保餐具

卫生安全。

安徽科技报全
媒体记者 李伟 通
讯员 吕乃明 摄

7 月 22日上午，芜湖市召开 2022 年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方案新闻发布会。

据悉，本次活动于7月下旬正式开启，旨

在进一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升公众

食品安全素养，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活动将通过科普宣传、开展食品安全

“你点我检”系列活动、开展中小学健康

促进行动、开展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开

展食品安全法治宣传活动、“皖美粮油”

宣传推介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

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人人有责、食品安

全你我共享”理念，推进食品行业诚信体

系建设，营造人人参与、社会公职的良好

氛围。

2022年上半年，芜湖市遵循“四个最

严”，坚持“安全第一、问题导向、预防为主、

依法监管、改革创新、共享共治”的基本原

则，全力抓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守住不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

芜湖市通过“五个有”全面推广网络餐

饮服务“食安封签”。截至目前，共计投入

2040万余份食安封签，6540家入网餐饮商

户封签发放到位，真正做到让消费者点得放

心、吃得安心。 （陈一雄）

生鲜的本质是食品，具有易变质、
易腐坏的特质。但凡食品就没有安全

“零风险”，其特殊性要求生鲜行业从源
头到市场的各个端口，要建立严格的全
产业链管理系统，更要健全科学缜密的
监督体系，共同对食品安全负起责任。

连日来，群众对于生鲜市场使用
“生鲜灯”照明造成生鲜食品视觉迷惑
的投诉不绝于耳。消费者认为被“生鲜
灯”误导，购买了不新鲜的商品，“生鲜
灯”照射出的食品样貌并非眼见为实，
是违反诚信经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据了解，“生鲜灯”实际上是一种冷
光源照明灯具，不会散发热量加速食物
腐败，或者影响其质量。目前我国法律
法规并未禁止使用“生鲜灯”。判断生鲜

食品销售是否造成欺骗消费者行为的关
键，是商家所售卖的商品是否合格。

从营销角度来看，生鲜食品在市场
中陈列本身存在非自然光环境对产品
的视觉干扰，受制于市场照明系统影
响，采取改善照明等手段让安全健康前
提下的生鲜食品看起来更能激发消费
者购买的欲望，本身无可厚非。但从诚
信经营的角度看，如果用打光方式让不
新鲜的食品看起来更好看、更美味，用
以诱导消费者购买的行为，就有了欺诈
嫌疑。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

“生鲜灯”，但对于监管方来说，确实有
必要把故意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纳入到
监管范围之内。

对于生鲜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而
言，需要明确，只有真正的食品安全和
物美价廉才是制胜法宝，依靠“生鲜灯”
照出来的“假新鲜”终究经不起市场和
消费者检验，久而久之消费者会抛弃售

卖质次价高的食品的不诚信商家，甚至
会因为没有压实主体责任、造成食品安
全问题而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和有关
法律的制裁。

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而言，食品
安全监管者需要完善和细化监管范围与
监管方式，以创新的手段和与时俱进的
态度不断细化监管范围，优化监管方式，
对市场上出现的新情况做到及时掌握、
及时监管、及时反馈，通过数字化、科技
化管理与落地检查、“飞行检查”相结合，
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媒
体和学协会等社会组织要加大科普力
度，一方面帮助消费者掌握辨别优质生
鲜食品的能力，同时定向强化企业第一
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消费者而言，需要了
解生鲜食品选购方法，理性消费，适度消
费，购买生鲜食品不要只看“颜值”，更要
关注品质。毕竟，生鲜消费是“安全经
济”，不是“颜值经济”。 （张健）

生鲜消费不是“颜值经济”

【食安讲堂】

芜湖市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很多消费者与边角料食品的第一次

接触，来自于线下面包店的蛋糕边。“按斤

囤不心疼”“巨好吃又不贵”……

继临期食品之后，“边角料”食品又在

网络上悄然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眼中的

“省钱宝藏”。从肉脯片、毛肚边、火腿碎

头，到米饼块、面包边、饼干碎……一些视

频平台的主播近段时间都在推荐“边角

料”食品。

专家说，“边角料”食品之所以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原因：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分享，消费者特别

是年轻消费者对于“边角料”食品有了更

多了解。“边角料”产品一般属于小零食，

即使消费者买到不如意的产品，风险和损

失较小。

目前我国对于食品“边角料”本身，并

没有对应的产品标准或者企业管理体系规

范，不少“边角料”食品处于“灰色”地带。

“边角料其实在日常食品销售中很常

见，比如菜市场，商家会挑出来品相不是

特别好的蔬菜或水果，便宜一些再卖掉，

这些东西看起来可能没那么好，但从食品

安全角度来看，本身不一定有问题。”专家

说，对于边角料食品，更需要关心的是散

装问题，因为散装意味着可能包装不密

封，也就有被细菌污染的风险。同时，一

旦改为散装，就不能再参考原来的保质

期，还要格外注意防潮防霉变。

即使是边角料食品，销售时也要有包

装，搞清楚来源，并且确认售卖时的卫生

条件和贮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冷链是否

健全、检疫证明有没有提供等。

所以，购买边角料食品之前，一定要

对这些风险有所了解。作为售卖者，也应

该尽可能选择适宜的分装和贮存环境，避

免温度或湿度过高。否则，既可能造成不

必要的食品浪费，也会增加消费者的安全

风险。 （中食）

散装“边角料”食品不宜囤

本报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李伟 通讯员 胡云峰

赵显峰）日前，阜阳市颍东区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要求，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该区先后召开各类会议8次，专题研究部署和推进食

品安全工作；优先保障食品安全工作经费，支持201家企

业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同时，该区完善区、乡、村三级

监管网络，区级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12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建立一把手主抓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机构。

该区督促餐饮单位完成自查354户次，查出并整改

食品安全隐患14个；检查餐饮单位504户次，发现并整

改问题11个；实行食品生产企业“两书一单两报告”；全

面推广使用网络餐饮服务“食安封签”，规范“食安封签”

的使用和管理。该区还聚焦重点食品生产企业、连锁经

营企业、网络平台企业、学校食堂等，开展食品安全“守底

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抓好食品安全7个方

面10个领域风险隐患整改，共检查市场主体2303户，发

现风险隐患133个，依法查处违法案件15起。

阜阳市颍东区——

落实食品安全工作

色泽诱人的蛋糕甜点、口味丰富的各色

饮品……这些诱人的美食都少不了食品添

加剂的“功劳”。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

续稳中向好，但公众中仍存在谈食品添加剂

色变的情况。

“公众谈食品添加剂色变，更多的原因

是混淆了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的概

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教授范志红介绍说，食品添加剂，是指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

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

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包括营养强化剂。

酸度调节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

白剂、膨松剂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事实上，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

业。”范志红教授表示，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

严格的审批管理制度，只有工艺技术上确有必要，经

过风险评估安全可靠的食品添加剂才会批准使用。

此外，对每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使用剂量等都

有严格规定。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标识，食品添加

的生产许可，也有严格的相关要求。所以，只要符合

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都是安全的。

“除了避免有害健康之外，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还

要避免降低食物营养价值和避免掩盖食物质量缺

陷。如不能用食品添加剂来掩盖食品腐败变质等。”

范志红教授说。

范志红教授提示，消费者应理性、科学看待食品

添加剂，平日可以多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从而更好

地享受美食和生活。 （吕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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