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13日讯(记者 李钢)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
意见。该修订草案确定，增设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制度。据了解，其实，自2012年我省
部分市地已经开始试水食品安全责任险，
并于今年6月22日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
了食品安全责任险试点工作。

“我要报险，有个旅行团60多个人在
我们酒店吃了饭，上吐下泻，有食物中毒

的迹象。”2012年夏天的一天早上8点多，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的工作人员接到了蓬莱市某餐饮公司
负责人张先生的报险电话。

保险公司立即派出查勘员到达现场查
勘，当地卫生局防疫站的有关工作人员也随
即到该公司后厨提取各样菜品样本进行检
验。检验报告显示：就餐的食材中确实存在
导致该次事故的致病原(小鲅鱼)。随即，长安
保险公司及时向消费者进行了赔偿。

这是2012年我省个别市地刚刚开始
试点食品安全责任险时，发生的一起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案例。

山东保监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12年
国务院要求“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
保险制度试点”以来，山东省主要有长安
责任保险、太平洋产险、中华保险、人保财

险、平安财险5家公司开展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覆盖潍坊、济南、淄博及济宁四个城
市，累计保费收入约140万元，承保单位
600余家，提供风险保障8亿元。

食品安全责任险在山东的推广日渐
升温，日前，山东省食药监局与泰山保险
签署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合作意向书，与4
家试点企业达成投保意向并签订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试点协议。另外本报记者了解
到，菏泽一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和长安责任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基本
敲定了菏泽食品安全责任险第一单。

但是，投保企业数量仍与食品产业大
省山东的食企数量相去甚远。据统计，全
省有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近万
家，食品流通企业五十多万家，持证餐饮
企业近二十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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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济南市民赵先生告诉记
者，图片中的两个西葫芦是5月底时
从文化东路三箭吉祥苑菜市场买回
家的，“当时买了四根，先吃了两根，
没想到剩下的两根放了四五天就开
始长个儿，增生出白‘瘤子’。白的地
方很硬，最终这两个西葫芦放了近
一个月也没坏。”

“各种说法都有，有说是花叶
病，有说是打了激素，有说是转基
因……”对于长“瘤子”的原因，赵先
生很困惑，他说现在很多菜齐刷刷
的个头，长得跟流水线上下来的工
业产品一样。是怎么回事，能否放心
食用？本报记者将为您求证。

本栏目长期诚征新闻线索，本
报记者将带着您的疑惑向质监院
所、业内专家进行调查落实，甚至深
入事件现场、生产基地明察暗访，实
地求证。这可能是对我们所不了解
的现代食品知识的破解，也可能是
对一种食品安全隐患的揭露和预
警。

离了藤的西葫芦

咋还“长个儿”？

本报记者 李钢

一边是入口食品随时可能成为陷阱，
一边是本应作为消费者保护伞的食品安
全责任险受到冷落，试点两年参保率不足
一成。有食企负责人认为，“我们企业本身
质量管控就很严，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很小，平白地投那么多保费没必要。”

“如果能像交强险一样，参保率就会有
保障。要是真成了强制险，交的费用如果不
是很高，能承受的话，我们还是挺愿交的。”
济南一家小型餐饮企业负责人孙先生表示，

“但是，如果费率太低，人家保险公司会不会
不愿保我们这种小公司啊？”

本报记者也在采访时发现，已推出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大都倾向于
先选择为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食品企业
承保。“我们也要控制风险，不能什么企业
都保。”一家险企负责人实话实说。

“如果真成了像交强险那种，我觉得
除了基础险，保险公司要赚钱，肯定还会
推销其他附加险。你不买附加险，他们就
不卖给你强制险。”孙先生把自己的担心
打了个比方。上述险企负责人也推测，如
果国家真要推行食品安全强制险，应该会
设计一个统一的基础保险，就像交强险似
的。他坦言，对保险公司来说，如果单算交
强险，保险公司是不盈利的。

尽管目前食品安全责任险还没有成
为强制险，不少保险公司都想积极参与这
个险种的试点，“食品行业是个大市场，要
是真成为强制险，那对保险业来说也是个
大市场。”

不过，保险公司也有着自己的担心。
“首先一个难题，就是鉴定问题。”一

家险企的业务人员介绍，食品安全事故跟
车祸等事故不一样，责任鉴定有些难，“你
说消费者拉肚子到底是不是吃了这个产

品导致的，有时候是很难确定的。不排除
会出现一些类似车险中的‘碰瓷’现象。食
品安全责任鉴定的复杂性更增加了这种
道德风险。”泰山财产保险副总经理马鲁
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根据生
产、流通、餐饮等不同环节企业的特点，甚
至针对不同企业设计符合各自特点的产
品。

食食安安险险为为啥啥叫叫好好不不叫叫座座？？
新闻分析

守住良心，即是安全
本报记者 李岩侠

再次提起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既
不想再去讨论法规不全、体制不顺、机
制不灵、执法不严的老问题，也不想再
多说关于全产业链、源头根治，过多地
强调外因只能让大家徒增怨烦，倒不

如“反求诸己”说说关于食品和人。
“人良为食”，安全和良知，从来都

是食品行业不可触碰的底线。然而，细
品一桩桩恶性事件的背后，十之八九
是人心在义与利、善与恶之间少了敬
畏丢了本分。挽回良知，是国人在当下
对自身最有效的救赎。

媒体曾多次报道，有些生产者从
来不吃自家制作的食品，岂不知若人
人利字当头，没有谁能够自保！

食安根在源头，错在人心，治在共
建。正为此，根据省政府“食安山东”品
牌引领行动，齐鲁晚报发起组建了“山
东食品企业质量诚信联盟”，品牌引领

“领”什么？一缕尚德守信之风！
人间正道，沧海桑田。“食安山

东”，就是要搭建起一个引领食品安全
职业道德建设的平台，让优秀的企业
在这个平台上彰显责任、规范、精益求
精，让失信失德者在此接受审视、鞭策
甚至道德与法的审判！

微博：http://weibo.com/u/3870363721

品牌企业QQ群：260469383

主持人：李岩侠 邮箱：daxia365@sina.com

电话：18678859550 0531-85193055

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舌尖上的惑与证

是是真真
的的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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