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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在过去的一年，食品安全成为

潍坊市工商部门监管的重中之重。

2011年8月17日，潍坊市食品市场专

项整治工作会议召开，一次席卷全

城的食品安全检查开始进行。市民

对食品的关注度也随之升温，不少

投诉剑指食品安全。

C15
食品安全问题

时刻被关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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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食品问题的频发，另外一个表象

就是食品问题的多样性，由此带来的

监管难度也开始上升，有关部门也开

始“思变”，多方努力，寻求更加完善

和严格的监管措施。

2011年8月20日，奎文工商分局在

一次突击检查过程中，重点对儿童食

品进行清查，在生产日期、QS标志、厂

址、保质期等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却

发现这些外表合格的食品却来路不

明，商家根本无法说出商品来源。最

终，这些儿童食品被依法扣押。

问题食品的多样性，已经不再仅

仅限于过去市民所理解的“三无”食

品那样简单。

政府，在追着食品安全的步伐，

步步为营。

一个生产加工熟食的小作坊，就

因销售形式的不同，被划分为两个不

同的监管部门。小作坊加工食品后，

不在本店销售的，归负责生产领域监

管的质监部门监管，小作坊加工食品

后，在本店销售的，则归负责流通领

域的工商部门监管。这样的监管分化

似乎显得繁杂，可是，在以前，包括有

关部门在内，无人能够定义，一个不

足20平方的小作坊，到底该归谁来管

呢？

看似冗杂的监管分化，却能更好

的使监管部门进行履责。

另外，小饭桌等一些曾经监管空

白的事物，也逐渐地被明确到具体的

监管部门，从而试图把握可能出现的

食品安全隐患。

市民不难看出，市面上的问题食

品多发地多为中小超市和偏远的农

村地区，而大型超市却极少发生食品

安全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安全监管

的力度在加强后产生的现象。

潍城工商分局在一场检查中发

现了一批早产鸡蛋和部分傍名牌食

品，这些食品，全部来自中小型超市

和便利店，正规的商场，不会因为个

别伪劣商品，甘冒毁坏信誉的风险。

随后，潍城工商分局首次举办了第一

场食品经营者培训班，160家经营主体

业户“补学”食品安全规范知识。

政府部门做“老师”，经营者做

“学生”，这样的一种监管和指导，是

一种试图从经营者身上打上一剂预

防针，阻断问题食品被摆上货架。

监管在“思变”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注水猪？虚惊一场！

2011年2月18日，消费者裴先生拨打
12315电话反映，他于2011年2月17日在某
超市购买了20多元的猪肉，发现里边有
很多水，消费者认为是注水肉，找超市处
理。超市的工作人员答复说给称一下水
的重量，再将肉给补上。消费者认为超市
员工态度极不负责，要求协调处理。

根据《中华人们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经向商场核实情况得
知，顾客购买到的猪肉为检验合格的放
心肉，有相关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但因
销售前一直存放在冷库中，导致冷却后
的猪肉在常温下出现水较多的问题，而
并非是注水肉。

白毛蛤蜊肉现大型超市

2011年5月25日，消费者张先生拨打
12315电话反映，刚刚从奎文区某大型超
市购买的袋装蛤蜊肉，23元一袋，买了三
袋，刚出超市发现其中一袋有的蛤蜊肉
已经长了白毛了，在超市里面没太看清
楚，消费者要求十倍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条：“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
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
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和第九十六条：“销售明知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
偿损失外，还可以向销售者要求支付价
款十倍的赔偿金。”的相关规定，对于还
在保质期内变质的在售商品，食品经营
者应该对消费者作出赔偿。案中消费者
购买的蛤蜊肉从外包装就能看出来已经
长毛了，商家没有及时下架处理，没有尽
到保证食品安全的责任，应该做出赔偿
处理。

经12315工作人员协调，为消费者退
货并赔偿500元。

2011年9月7日，消费者李某拿着礼盒
投诉到高新消协，其在某个体超市花112

元购买的四盒农夫果园⒈5升礼盒，已过
期三个月，要求退货并赔偿。

经查实，礼盒饮料确系过期食品。根
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对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经营者在

铁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按价款十倍赔偿。
这是一起因食品过期引起的消费纠

纷，经营者明知销售的食品已过期，不符
合保障人体健康和食品安全标准，不但
不采取有效措施反而继续销售，违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
有关规定，应按《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项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进行调整。

过期食品还要卖，十倍赔偿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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