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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门门口口““美美食食””安安全全隐隐患患多多

一包“五毛零食”含九种添加剂

玉米拉面、薯我第1、开胃臭豆腐……走出校门后，不少小学生手拿这些零食回家或走向
小饭桌。17日，记者在一小学附近随机购买十种“五毛零食”，均至少含有三种添加剂，最多的
一包零食添加剂种类多达九种。不少家长担心零食质量却又管不住孩子，只得呼吁加大校园
门口“五毛零食”检查。

学校门口布满煤气罐

泰城各学校门口流动小吃摊、门头房小饭馆，做饭使用的
煤气罐，被有心的家长发现“超期服役”。记者调查发现，有的
商贩不主动年检，凑合使用直到漏气没法再用。加气站因无强
制检验权力，没法强制要求市民送检。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
展“五毛零食”专项监督抽检，抽
检结果显示，1 7批次产品不合
格，其中有4批次出现在泰安，不
合格产品中均为添加剂超标。

17日，记者走访泰城多所小
学发现，中午放学后，不少小学
生纷纷涌向小卖部，用零花钱购
买小零食。

在东岳大街一所小学门口
有几家小卖部，小卖部里除了
各种玩具、学习用品外，还挂着

琳琅满目的零食。据店主介绍，
这些小零食售价低廉，多数为
0 . 5元。百事可牛、玉米拉面、辣
薯条、薯我第1等食品最受小学
生欢迎。除了这所学校外，泰城
多 所 学 校 这 种 情 况 也 非 常 普
遍。

“我们班很多人都喜欢吃这
种零食，这样一包才5毛钱，特别
实惠，也非常好吃。”在一所小学
门口，一名四年级的女生拿着一
包辣条这样对记者说道。采访

中，不少小学生表达了和这名女
生一样的看法，但是对于零食是
什么做的，对身体有没有伤害，
却没人知道。

市民李女士的儿子今年上
小学三年级，由于工作关系，李
女士只能把孩子送到学校附近
的小饭桌。“每天早上会给孩子
一些零钱，三令五申告诉他不许
买这种小零食，但孩子对这些零
食没有抵抗力，就是不听。”李女
士感到非常无奈。

17日，记者在泰城一所小学
门口购买了10包零食，这10种小
零食仅是店内小零食品类中的一
小部分，每包价格均为0 . 5元。销
售人员介绍，辣味的零食最受小
学生欢迎的食品，而对于这些食
品的进货渠道，这名销售人员则
不愿多说。

虽然食品外包装上都印有
生产日期、厂址等，也印有生产
许可标志，但是一种名为“薯我
第1”的零食能看出包装低劣，一
些零食的包装上还出现重影。一
款名为“鸡汁烩面”的零食，其实
就是辣条，其外包装上摸上去油
乎乎。

配料表中，大米、小麦粉、白
砂糖、香辛料等是主要的成分，每
种零食中含有三种以上食品添加
剂，一种名为“猴菇豆角”的零食
中，竟然含有9种食品添加剂。

“前几天新闻上说，泰安查出
小零食添加剂超标，这些小零食
添加剂种类这么多，光看也看不

出添加剂是不是超标，真怕孩子
吃出问题来。”因为孩子常吃这类
小零食，市民张女士非常担心。

对于五毛零食，家长们纷纷
表示，希望能够加大检查力度，杜
绝低劣产品进入学生手中。

2 0 1 4年，泰安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 2 0 0米
范围内食品店、餐饮店和食品
摊贩进行了治理，截至 2 0 1 4年
底，全市共完成351所学校周边
1010个食品店、553个餐饮店和
412个食品摊贩进行了规范。

对于家长关注的“五毛零
食”，工作人员表示，单纯从外

包装上很难看出是不是问题食
品 ，只 能 通 过 抽 检 来 检 查 。

“2015年，我们将对校园周边食
品经营业户加大巡查密度和频
次，重点检查五毛零食的生产
商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和检测报告查验记录情况。”工
作人员说。

此外，还将加大学校周边
五毛零食等学生食品的抽检力
度，集中抽查价格过低、群众反
映多、添加剂多的五毛零食，重

点监测微生物、添加剂和非食
用物质等质量指标。凡是抽检
不合格的五毛零食等食品，一
律下架封存，依法查处。同时追
查供货商、批发商及生产厂家，
切 断 问 题 五 毛 零 食 产 供 销 链
条，保障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食品添加剂中一些物质在
人体内聚积，具有致癌作用，很可
能会引起肿瘤，因此这种食品还
是尽量别吃。”泰城一家医院的医
生这样说道。

小学生一出校门 扎堆购买“五毛零食”

辣条包装一摸油乎乎 “口味”都靠添加剂

今年加密检查频次 不合格一律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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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校门口流动
摊位，都使用煤气罐作为燃
料，有家长发现这些煤气罐
年检情况说不清道不明，让
人担忧。

16日，家住松园小区的
李先生，到青年路接孩子放
学时，在路边看到一名烤肠
摊主正在换煤气罐。李先生
发现煤气罐很破旧，询问摊
主用了多久，摊主却支支吾
吾，只说是从亲戚处要来的。

“这样的摊位几乎每个学校
门口都有，用煤气罐的居
多。”李先生说。

17日，记者走访泰城长

城中学、仓库路小学、泰山中
学、一中、南实小等多个学
校，发现周边摊主说不清煤
气罐年检情况比较常见。在
长城中学门口，快到放学时
间，校门东侧人行道上摆摊
的三轮车有十多辆，其中一
多半使用煤气罐。一位小吃
摊主拧开煤气罐做起煎蛋，
煤气罐被一层塑料布包裹，
上面油迹斑斑。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学
校门口的小吃店、小吃摊，都
把煤气罐放在隐蔽位置，有
的都已生锈发黑，看不出生
产时间和使用时间。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有
些摊主知道煤气罐需要隔几
年年检，但年检费时费力，直
接耽误做生意，他们就选择
了不年检。按照规定，煤气罐
强制报废期为15年，每四年
就应当年检一次。

经营一辆肉夹馍流动摊
的王女士，常在城区一些繁
华地段摆摊，她告诉记者自
己使用煤气罐很注意安全，
七年已经换过两根胶皮管和
一个阀门。“我换气都是晚上
送到换气站，第二天上午拿
回来，不耽误当天用。”王女
士说，曾经有换气站的人建

议她检测煤气罐，一听需要
四五天时间，王女士就拒绝
了，“等于让我四五天不能出
摊，得少挣多少钱？”

泰东路一处换气站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换气站会定
期免费组织该年检的气罐送
到质监部门进行打压等检
测，需要一周左右时间，许多
做餐饮的用户都耽误不起时
间，所以常有脱检。“特别是
小摊主，一个煤气罐足够，要
是送检就得多买一个煤气罐
备用，都不舍得买新的，更别
说买备用罐了。”工作人员
说。

流动摊的煤气罐都是
由加气站灌装，对于年检问
题，加气站工作人员表示由
于煤气罐属于个人，加气站
没有强制权力，只能凭自
觉。

17日，记者从徐家楼街
道一处加气站了解到，一罐
12公斤的液化气为95元，目
前来加气的基本都是代办
点。直接到加气站灌装的个
人已经很少，近一半都是餐
饮行业。

在泰东路一处代办换气
站，记者看到五六个已经锈
蚀的煤气罐堆在门口，其中
一个煤气罐的标牌上，用钢
印刻着生产日期为1997年1

月制造。记者以灌气的名义
咨询家里有超期煤气罐能否
灌气，老板说“一般是不给灌
的，要是家里用也能灌，但风
险挺大，被发现一个罐就罚
款1万元”。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气瓶安全监察
规程》和《液化石油气钢瓶
定期检验与评定》等规定，
煤气罐应实行定期检验制
度，每四年检验一次，未年
检煤气罐在有效期满后不
得继续充装。煤气罐安全使
用期限一般为15年，过期后
应强制报废。即使未到检验
时间，如果瓶体受到严重损
坏，也需要进行强制检验。

十多个流动摊 一多半挂着煤气罐

年检耗时一周 业主不愿耽误挣钱

无权强制报废 上世纪“古董”还服役

中午放学后，孩子们走进小卖部购买零食。 校门口流动摊多使用煤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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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零食”品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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