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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冻肉肉该该存存多多久久一一直直没没个个标标准准
“僵尸肉”风波折射行业法规缺失及走私漏洞

“从理论上来讲，极低温下
冷冻保存，肉品中的细菌等微生
物受到抑制，只要保存条件足够
好，也不一定会有安全风险。”食
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的阮光
锋在“僵尸肉”被热炒后曾撰文
分析，“僵尸肉”与一般过期冻肉
相比，只是营养品质更差，而安
全风险与后者是一致的。

“其实，“僵尸肉事件”中最
大的安全问题在于走私。由于
是走私肉，其来源不明，没有经
过正常的检验检疫，且它的运
输和冷冻保存条件不完善，才
有了很多新闻报道里提到的

“很多肉都臭了”、肉腐败了。所
以，即便不是冷冻几十年的肉、
而是新鲜肉，也不能确保其安
全性，食用的安全风险依然很
高。最好的办法是不要买、也不

要吃。”阮光锋解释道。
有媒体报道，广西边境一

带的安全问题在于走私。走私
冻品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来搬
运，通常有近10个小时只能使
用棉被等简易的保温措施进行
保温，走私冻品的温度无法得
到保证，容易因高温出现腐烂
现象。

事实上，陈年战略储备肉
的身影在国际上也是屡次出
现。2010年，俄罗斯内务部经济
安全局在别尔哥罗德州破获一
起肉制品走私案，在冷战期间
储备、冻龄超过30年的“战备
肉”从美国、巴西、比利时、加拿
大经乌克兰走私入俄，犯罪团
伙从事此勾当已有数年时间。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
廉认为，现在各方对“僵尸肉”

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
更需关注这背后的系统性问
题，即冻肉走私。

“过度报道‘僵尸肉’，其实
是把大家的目光给引开了，我
们能想到的，跟利益驱动的违
法分子能想到的，根本不是一
个层面的事情，他们为了百分
之两百、三百的利润，能想出无
数个招数，比我们要多，所以我
们不要只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
个问题，冻肉要冻三十年，我觉
得成本也是很不划算的，所以
这些问题我们是回答不了的，
还是得看事实，看公安和监管
部门是不是查到了，有就是有，
没什么好否认的，即便有也不
可怕，我们就要从长效机制来
应对。”胡颖廉说。

据新京报、新华网、澎湃等

冷冻成本每年

几千元还是17元？

广州大学物流与运输研究所
所长刘广海介绍，现在的冻品入
冷库，一般是以一立方米的托盘
为单位按日计费，同时收费也和
货值相关，货值越贵，收费越高，
因此价格差异非常大，活动冷库
的食品单位重量标准中，冻肉为
0 . 40吨/立方，一立方一天计费从2

块到6块不等（记者注：即每年每
吨2190元-5475元）。我国会给战略
储备肉的储存给予补贴，“但是其
他每个国家的政策都不相同”。

而新京报报道，一位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工作人员介绍，与盈利性
冷库需要考虑仓储、电费不同，战略
储备肉的储藏成本非常低廉。作为
战备物资储存的肉类，折算后的冷
冻成本约为每吨17元／年左右。

也正是低廉的储藏成本和价
格，催生了近年来走私过期陈年
肉的市场热潮。 据新京报、澎湃

网友爆料

“我自己估算
搬了几百斤”

过期冻肉

“肉龄”难测

新闻马赛克微信平台发布了
来自一名自称“曾经搬过僵尸肉”
的知情者爆料，这位“知情者”说
道：

“那年我毕业以后找工作，找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知名的食
品加工厂。第一份工作是做质量
监控，当时叫质检员……我们有
拿布的有拿胶条的，把生产日期
擦掉，重新打新的生产日期。我就
在那儿擦擦擦，就问这些糖扣了
多少年了。我看到我在手上擦的，
有1996年、1997年的，师傅说比这
个时间早的肯定也有。我当时比
较震惊。后来就是僵尸肉。我记
得，当时叫了几个年轻的、壮的，
让我们坐在一个小卡车上，把我
们拖到一个乡镇的冻库，看起来
是砖瓦房，比较老的样子。当时是
夏天，我们穿着单袖，往车上搬
肉。一个肉块普通中等个头的有
人手环抱那么大，一块一块的肉。
每个人都往外搬，一块肉很重的
样子。我自己估算搬了几百斤。”

有些肉看起来颜色浅一点，
有些肉就看起来相当黑。我就问
老师傅这些肉有多少年了，师傅
说七年八年都算比较好的了，十
年的都有。我就问有没有更长的，
师傅说有啊，十几年、几十年都说
不清楚，有些肉都不知道扣了多
少年了。

（宗禾）

多家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和专
家表示，根据目前技术手段，一般
能对肉质的感官、微生物等指标
进行检测，以此来判断其是否过
期，但很难直接判断出陈年冻肉
的实际存放年龄。

不过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避免
买到过期冻肉。比价格，便宜没好
货，遇见低于平均市价的肉食谨
慎购买；找标识，经检验检疫合格
的进口肉类产品纸箱不会使用铁
钉和铁卡，同时外包装上有输出
国（地区）官方检验检疫标识，有
以中文标明品名、生产企业注册
号、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内容；正规渠道，买放心肉最简
单的办法就是到正规超市、菜市
场等选择品牌肉。

据新京报、潇湘晨报网

“80后”缉私员查获“70后”冻肉、南宁警方查获1967年走私鸡爪……近日，新华网、央视等多家媒
体报道了海关查获“僵尸肉”的新闻，引发关注。一微信公号发文质疑“僵尸肉”或为假新闻，让剧情逆
转。12日，新华网记者回应称报道客观专业。食药监总局网站则发文称今年查获了“肉龄”达四五年的
冻肉，并要求媒体报道要真实公正。

最近，“僵尸肉”是假新闻
的讨论沸沸扬扬。

“僵尸肉”这一概念最早由
6月23日新华网题为《走私“僵
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报
道提出。文中提到，“在6月的海
关打击冻肉走私的专项行动
中，有‘80后’缉私人员在广西
某口岸查处了一批比他年纪还
大的‘70后’冻肉。”此外，“南宁
警方查获1967年冻鸡爪”、“查
获二战期间储备肉”两个案例
出现在6月30日新华网一篇名
为《揭开冻品走私利益链：竟有
冻品封存于1967年》的报道中。

7月9日，食品安全参考（北
京科技报公众号）记者洪广玉
发文称，“僵尸肉”是假新闻，信
源模糊；而且处于冷冻经济成

本考虑，冷冻几十年不可能；多
家媒体再次采访南宁、长沙海
关，官方未发现也未公布过“肉
龄”达几十年的冻肉。这一切，
似乎都指向新华网新闻为假。

12日，新华网记者发文称
自己的报道客观真实，回应质
疑。打来打去，这似乎成了一场
你来我往的“口水仗”。

其实，“僵尸肉”概念本就
模糊，它是泛指过期冻肉，还是
指肉龄达三四十年的冻肉？三
四十年的冻肉，真假难辨，需要
官方证实，但是目前长沙和南
宁的海关部门未有明确回应。
双方记者都以采访有录音为
由，各说各话。洪广玉的文章将

“僵尸肉”定义为生产三四十年
的，而新华网记者在回应中认

为，“僵尸肉”是过期冻肉的通
俗说法。

1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在
官网上的发文较为客观，称在
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中，
有的查获时生产日期已达四五
年之久。据此来看，食药监总局
并未认可有三四十年的过期冻
肉，但过期的是不少。

双方给“僵尸肉”冠上不同
的定义，然后各说各话，争论意
义不大。其实，“僵尸肉”的风
波，类似于2015年山东省的高
考作文题目，“丝瓜藤，肉豆须，
分不清”，事件的细枝末节关涉
无多，事件核心才是最重要的。
而“僵尸肉”报道的核心正在于
封堵、排查、处理过期冻肉，让
百姓吃上放心肉。

争论核心

“僵尸肉”有无待定

过期冻肉是不少

冻肉贮存期限有无规定？
冷冻多长时间以内是安全的？

媒体报道，国家仅对冻牛
肉有推荐性标准，不超12个月。
北京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对冷冻肉的存储期限
方面没有强制性的法规。

据了解，牛肉方面有可参
照的推荐性标准《GB/T17238-
2008鲜冻分割牛肉》适用，规定
“冻分割牛肉应贮存在低于-
18℃的冷藏库内，贮存不超过
12个月。”但该标准是推荐性，
并未强制。

此外，其他肉类冻品保质
期尚无明确规定，只有水产方
面的规定。2005年出台实施的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GB2733-2005)》强制规定，冷

冻产品应包装完好地贮存在-
15℃至-18℃的冷库内，贮存期
不得超过9个月。

12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发文，要求北京、天津、辽宁、上
海、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

（区、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
行政区域内所有冷库进行排
查，重点检查2014年以来承储
冷冻肉品的来源、数量和销售
去向。凡发现入出库数量与记
录不符的，来源及销售去向不
明的，编造、篡改相关记录的，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向社
会公布调查结果。相关违法犯
罪线索要及时报告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并通报所在地海关、公
安部门。排查情况要于8月10日

前报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权威

数据，截至今年6月23日全国海
关共立案侦办冻品走私犯罪案
件141起，查证走私冻品42万
吨。食药监部门和海关部门的
措施是得力的，但打击走私冻
品需要海关、公安、工商、检验
检疫、食药监等十几个部门配
合。但是，相较于单个的排查行
动，公众更想要的是完善的食
品安全追溯机制。总之，每一块
肉，甚至是其他食品，生在哪
里？生日是何时？走过了多少
路？这些数据与信息的整合，还
需要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只
有真正把食品的溯源机制做
好，才能让百姓与“僵尸肉”永
不相见。

7月8日，云南河口县公安消防大队销毁走私入境的“僵尸肉”上，部分“肉龄”为三年。 都市时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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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期待

快出台冻肉保存的

时间温度标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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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风险

“冻肉走私”：

食用安全风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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