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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两瓶五粮液

竟然一真一假

在活动现场，市民王先生带着
自己买的两瓶五粮液找工商局工
作人员来鉴定真假。让王先生意外
的是，他同时在同一家店购买的同
型号产品竟然一瓶是真货一瓶是
假货。

“你看这一瓶，这个字写的形
状就跟另外一瓶不太一样。而这瓶
酒瓶口也比另一瓶的瓶口少一个
标签。”济南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拿
着两瓶五粮液一一给王先生做讲
解。“这瓶酒肯定是假的，而另一瓶
酒可以断定是真的。”这位工作人
员告诉王先生。

王先生介绍说，这两瓶酒都是
从小区门口一个礼品店买的，买回
家之后他就觉得两瓶不大一样，在
报纸上看到今天在洪楼广场有这
样的活动，就拿过来让专业人士给
辨辨真假。

“没想到，还真买到假货了。”
王先生说，当时买酒的时候也没要
发票，现在就算知道是假货，也没
办法。“以后买东西还是得自己多
注意。”工商局工作人员建议王先
生，以后购买物品一定要注意保留
发票，这样一旦买到假货权益受损
时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

商品的防伪标签

光看不行还得查

“商品上的防伪标签和QS标
志不能光看，想真的通过这些标志
判断好坏真假，一定得查一查。”活
动中，济南市质监局工作人员向市
民介绍如何辨别橄榄油真假时提
醒道。

“虽然现场市场上有不少假的
防伪标签，但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假
防伪标签还是可以识破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如今的防伪标签主要有
全息防伪标签和数码防伪标签，前
者主要靠看图形辨别商品真假，这
种标签假的也会多一些，但只要和
真的对比，还是能看出区别。

对于数码防伪标签，工作人员
表示，只要刮开涂层，根据标签提
示在厂家或全国数码防伪查询中
心等地方查询，假的防伪码通常都
查不到。“正规企业的防伪码都有一
个专用的号段，假防伪标签的码要
么是假的，要么是已经用过的，真正
因为巧合重合的几率非常小。”

至于酒类、油类等商品如何判
断质量，工作人员提醒，对这类不
好直接判断质量的商品，最简单的
方式就是查看QS标志，并可以到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网查看QS码是
否和企业相符。

“这些防伪标签及质量认证是
消费者辨别食品安全，维护个人权
益最基本的一些常识，但大多数市
民都没有查询的习惯，”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每年通过自己查询防
伪码发现商品有假而举报的市民
屈指可数。”

本报 3月 15日讯 怎么
鉴别保健食品的真假？为什
么 枸 杞 一 泡 水 成 了“ 番 茄
汁”？黑米怎么能当黑笔用？3
月15日，由本报张刚大篷车
与济南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
室联合举办的 3·15特别活
动———“食为天·聚焦食品安
全”活动在洪楼广场举办，济
南市公安、农业、质量技术监
督、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畜牧兽医等六部门联合
为市民提供了专业的食品安
全知识宣传和解答。

“怎么鉴别保健食品的
真假？”15日上午，一位市民
前来咨询，济南市食药部门
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先
看左上角的“小蓝帽”下是否
有国家唯一的批号——— 国食
健字×××号，这是保健食
品的“身份证”，然后将这个
在国家质检局官方网站输入
后便能查出真假。

“不要在流动商贩那里
买保健食品，现在很多假的
保健食品销售人员挨个地方
卖，卖完后就蒸发。”该负责
人介绍，现在关于保健食品
的投诉很多，其推销招数有
以下几种：打“义诊”旗号、免
费食用、赠“免费风景游”、上

门推销、开展“老年人健康知
识讲座”、邀请“专家”授课，
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
给自己打点心理“预防针”。

拿着一小瓶黑米，一位
市民急匆匆地来问：“怎么黑
米掉色这么厉害？”记者拿出
一个白板，黑米轻轻一擦，就
留下了黑色痕迹，清晰浓黑。

“我放在水里一泡，直接变成
了墨水。”该位市民很担心，
怀疑黑米被染色了。

“黑米是否染色，农业
部门无法检测出来。”济南
市农业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市民不要过分担心，
黑豆、黑米的品种不同，有
的品种会自然掉色，市民可
以到专业机构检测一下。济
南市质监部门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通过峰值来检
测非法添加剂，不是所有添
加剂都能检测出来，因此还
有待相关技术标准和检验
方法的出台。

“民以食为天，吃饭不是
小事。”在张刚大篷车开行两
周年之际，不少市民表达了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希望以
后相关部门能多开展这样
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普及
活动。

在15日上午的活动现场，有很
多老人带着药品前来鉴别真假。经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鉴
定，很多老人带来的药品其实是保
健食品。

“这些药是我参加一个健康讲
座时别人给的，他们的工作人员告
诉我，这个药治我的病最好。”家住
洪楼附近的老刘说，自己身患糖尿
病多年，“前几天收到一个关于糖尿
病讲座的传单，我就去了。他们的工
作人员非常热情，给我推荐这个
药。”老刘说他对这个药不太放心，
拿了一盒免费的先找人看看。

经过食药局工作人员鉴定，这盒
药属于保健食品。“现在老年人对健康
越来越重视，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专

门忽悠老年人的不法分子。”食药局工
作人员介绍说，这些人多自称某药厂
的工作人员，对老人非常热情，甚至直
呼“爸妈”，把药品的疗效说得神乎其
神，忽悠老年人购买。

“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定
要加强防范。”工作人员提醒老年朋
友，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的属于药
品，而国食健字、卫食健字等带“食”
字的属于食品。“很多不法分子混淆
概念，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卖给老
人，虽然没有危害，但如果耽误了老
人正常用药，就会损伤老人身体。”

食药局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老
人，购买药品时一定要注意存留发
票，如果是向个人购买，尽量留下出
售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孟敏 林媛媛 尹明亮
实习生 张梅 吕玮

以为买的药品，其实是食品

3月15日，由本报张刚大篷车与济南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联合举办的3·15特别活动———“食为天·聚焦食品安全”活动在
洪楼广场举办，工作人员向中老年人讲解识别保健品真假的办法。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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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怎么辨别真假？”
聚焦食品安全，本报联合食安办听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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