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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围
脖；话题投稿：q l w b j z x @
163 .com；QQ群：107866225。

┩蹈得

戏戏戏说说说

@赵连卿：曾经有一套
消毒餐具摆在我的面前，我
没有去用，当我想去用的时
候，我才知道，人世间最不
干净的物品莫过于它了。如
果上天让我再一次选择是
否用消毒餐具，我会对餐馆
老板说，我不用！如果非要
在不用前加一个期限，我希
望是——— 一万年！不，是永
远！

@曲征：对于无证窝点
加工的消毒餐具，俺认为广
大食客都应该用！一者，窝点
可以吸收大量的从业人员，
也就缓解了就业压力。二者，
卖给顾客至少1元钱，如此就
增加了饭店的收入，拉动了
GDP的增长。三者，增加抗毒
能力与耐受力，无形中减少
了医疗资源。四者，可以为生
活增加笑料。想想这事，禁不
住一笑，生活就变得有滋有
味！

@薛凯洲：老残被三五
知己拽到酒店落座后，众人
迫不及待地皆将餐具“嘣”的
一声打开，碗、杯、碟、筷一应
俱全，只等热乎的酒菜了。唯
有老残的餐具仍原封不动，
众人不解。只见老残不紧不
慢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装饰
盒，从里面拿出了银勺、银
筷、银碗、银杯，冲着大家说
道：“诸位见谅，鄙人有洁癖，
不用店家提供的餐具！”众人
纳闷，老残摊牌说道：“所谓
消毒餐具，仅一名词而已，我
之所以带来银器，一是帮助
诸位检验一番，再则提醒诸
位最好自带餐具，不能只听
消毒不顾中毒，这是‘惨具’
呀！”

@钟倩：亲，你最近在
外面就餐了吗？小心哈，那
些消毒餐具都是污水里涮
三遍的，如果你用了，恭喜
你，说明你的身体还经得起
考验！

@郭汉杰：餐具消毒
应该像地沟油一样管理
才行。

@袁俊浩：除了餐具
消毒者本身，相关饭店、
单位食堂、卫生及工商部
门都有连带的责任。

@李开明：我对相关
部门没信心啊！

@孙葆元：查处一个
曝光一个，还要曝光使用
了他的洗刷餐具的店家，
这是还给顾客的公平。

@ 赵鹏：取缔消毒
餐具，不再允许其进入
饭店，这一难题迎刃而
解。

@周芬：用餐具的时
候，自己先去水管刷一
遍，再用开水烫一遍。

@台应新：有关管理
部门还是要对“五脏俱
全”的废品收购站来一个
彻底检查。

@张庆金：其实这些
问题查起来难吗？一点不
难。

@刘震：最好的办法
就是尽量少用这类餐具。

@冯波：唯有严刑重
典方能解此沉疴。罚他个
干干净净，罚他个地覆天
翻，罚他个失魂落魄，罚
他个哭爹喊娘。

@张洪雷：餐具不收
费了，消毒餐具“坑爹”也
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赵连卿：需要执法
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加大
处罚措施，也要加强对饭
店的管理，对使用违法消
毒餐具的饭店要进行重
罚。

@孟庆安：拜托监管
部门要常抓不懈，别再稀
里糊涂过日子了，市民的
健康让你们费心了。

应该狠狠地罚

通过对跟帖数量、
质量统计，高长广获得
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本期杠子头

高长广

消毒餐具的话题引起
了市民的热议。剪子巷群友
李瑞章说，消毒餐具有忧
愁，跟帖直上二百楼。

正像市民吕允山所言，
这给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又
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任重
道远啊。而卜祥奥先生认
为，这实在是极具讽刺意味
的现实版黑色幽默。面对这
样的幽默，我们却实在笑不
出来。但愿这次的讨论，能
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并加
以专项整治，扭转餐具消毒
市场的混乱局面，让消费者
能用上安全、放心的消毒餐
具。

感谢所有跟帖发言的
市民和读者朋友。

格编辑点评

@卜祥奥
消毒餐具不卫生，顾客掏钱
买心病。
商家良心扔一边，贪图小利
把人坑。
病从口入非小事，监管不力
存漏洞。
消毒不能传播毒，和谐岂容
后患生？

@郑三运
当下挣钱不容易，为赚利润
使诡计。
黑作坊里快加工，直线销售
皆盈利。
表似洁净实则脏，浑水消毒
不清洗。
丧尽天良走险路，此举害人
又害己。

@张庆金
卫生餐具哪里找，
酒店知多少。
眼看餐具污水倒，
黑布风扇包装进行中。
油污菜叶灰尘在，
心情更是坏。
问君能有几多愁，
不洁餐具外加地沟油。

@田华
消毒餐具瞎胡闹，藏在农舍
躲猫猫；
随便洗洗就拉倒，昧着良心
把钱捞；
三五知己相互邀，稀里糊涂
把钱掏；
吃出病来把谁找，相关部门
不能逃；
监管不力实难饶，发现问题
快举报。

@李燕子：消毒餐具不
干净、不卫生，又是卫生、质
监部门不作为的结果。你们
拿着纳税人的钱，不知每天
在忙些什么？也许你们都会
说不归你们管，但那归谁
管？如果食品卫生及安全出
了事，你们都无责任的话，
那要你们这些摆设做什么？

@李玉美：本来以为
去饭店吃饭，用那消毒餐具
挺高级的，挺时髦的，挺时
尚的，也挺有品位的。每次
拿起筷子，用力一插，“啪！”
的一声，感情那所谓的“消
毒餐具”是这样消毒的呀？

┮揪心 痛心 寒心
@高长广：消毒餐具，就是

一种杯具。
@刘丽：没法活了。
@高晓恩：即使担心餐具的

消毒问题，但还得用。
@刘震：眼不见为净，用时

用水冲一冲。
@刘丽：究其原因就是惩罚

力度太轻。让制假害人者彻底绝
迹只有一条，就是罚死他，杀一
儆百。

@张颂华：相关部门都到哪
里去了？

@郑三运：既然发现了问
题，就应该追查到底，全城打击，
来个一网打尽。

@陈玉君:餐具成了惨剧，消
毒不成，反而让商家的灵魂滋生
了虫螨！如此丧尽天良的事儿，
做多了难道不怕遭报应吗？

@孙建伟：经过什么样的消
毒处理过程才算是真正合格的
消毒餐具呢？

@柳清文：知道真相怎样，
不知又怎样，难道去饭店吃饭还
自带碗筷不成。

@孙小荪：餐具本身就不应

该有偿使用，去饭店吃饭，凭什
么收费。这不是绑架消费吗？

@马修：餐具引发了惨剧，杯
具带来了悲剧，为什么这样的事
情屡禁不止，反而呈上升趋势。

@贾文圆：无证生产消毒餐
具的老板们，置人民身体健康于
不顾，这样的钱你们赚得心安
吗？

@林荣耀：提供干净可靠无
担忧的餐具，是饭店的义务。

@焉凤玲：摁下葫芦浮起
瓢，与“进口”有关的那些个“葫
芦”，能不能彻底打捞一下啊？

@王婷：还有多少隐匿在阴
暗角落中的黑窝点没有被发现？
这些都是潜在的安全隐患啊！不
能坐等市民举报，相关部门才有
所行动。

@马啸宇：“消毒”餐具，这
“美丽的谎言”究竟迷惑了多少
食客的眼？“消毒”变成“销毒”，
坑害百姓的花样频繁出新，一套
小小的餐具，考量的是监管部门
是否全力督查的一颗“公仆心”，
反映的是百姓无奈无助的“揪
心、痛心、寒心”！

话题来源

消毒餐具 一种杯具

16日，省城工商部门在二环东路一个废品收购站，查处一无证加工消毒餐具的

窝点，这些餐具流向了城乡接合部的几十家中小饭店。此事引起了市民的议论。

@孙建文：我们曾经相信
消毒，认为高温灭菌的餐具要
胜过手洗的，我们还为这份信
任支付了费用，可结果是，我们
依然被蒙蔽，光鲜的背后，隐藏
着更见不得人的龌龊。我们只
期待获得健康的消费、平等的
对待、对等的付出，这样的要求
高吗？

一套简单的餐具连接的是
信任，对监管者、行业和饭店的
信任，一旦信任的链条折断，社
会生态的一个部分会受到严重
损害，其修复的过程远比毁掉
的过程要漫长的多。这其实是
一个多赢还是多输的棋局，任
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导致
满盘皆输。但愿经营者流淌的道
德血液再多一些，行业的自律更
多地依赖自觉，有关部门建立完
善食品行业全面与经常性的监
督检查机制，这不只是普通消费
者的要求，更是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体现着责任、道德
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

亡羊补牢之后，但愿缺失
的信任能够重建。

格杠上花

@吕允山：如今整个饮
食行业的经营链条中，谁
能为顾客的饮食健康负
责？饭店老板？根本不可
能，人家只管挣钱才不管
你什么良心不良心的，陈菜
烂肉地沟油只要省钱啥都
敢用，餐具消毒恐怕更没人
当回事。没办法只好消费者
自己为自己负责了。

@李瑞章：地沟油很脏很
恶毒，消毒餐具很脏很窝囊，
洗碗水很脏很浑很恶心，但比
这些更脏的、更可恶的，是那
些昧着良心赚脏钱的人的心。
基本的良知没有了，做人的良
心大大的坏了，把道德抛到脑
后去了。让全社会都来谴责这
些不法之徒吧。

@张家善：如果餐饮从
业者只为省钱，结果必然
是：你会省钱，我比你更会
省，使用劣质清洗剂不说，
为了节省水费，那污浊的池
水不常换，将餐具就这么在
里面“过”几遍，非但谈不上
消毒，还不知有多少污物残
留在餐具之上。若说其“杀人
不见血”当不为过！

打打打油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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