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王婷】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王
婷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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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qlwbjzx@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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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杠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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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私厨秘制的小龙虾、无添加的曲奇饼干、自家熬制的阿胶膏……在如今的朋友圈
里，兜售自制美食的现象随处可见。网售自制美食在朋友圈迅速火爆起来，但食品安
全问题始终处于监管盲区。日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第
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经营者具体信息须担责。朋友圈卖美食要办证，有些人认为这是
保卫舌尖上的安全，很有必要；有些人却认为这没有必要。对此，您怎么看？

开杠

@李梅杰：说到监督，其实圈内朋友们的评价就
是对销售者最好的监督。朋友圈里卖美食规模一般
很小，又是在圈内张罗，卫生状况想必也差不到哪
里去。这种经营方式有点儿像街头小吃摊，小吃摊
有几个办证的？相比之下，圈内美食要比街头摊点
放心一些。销售者肯定明白，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隐
患，圈里的朋友肯定会砸他的买卖，同时也会影响
他的道德声誉。声誉不好，产品自然就卖不动了。

@赵鹏：能进入朋友圈说明关系不一般，在
朋友圈里购买朋友出售的美食应该问题不大，圈
儿里都是老熟人，哪能为了赚钱坑朋友呢。在朋
友圈里兜售自制美食，不少是半卖半送，主要是
为了展示一下自己制作美食的技能，不纯粹是为

了赚钱。一旦办证经营，这种自娱自乐成分居多
的兜售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晓慧：若真是要办证，不少自产自销的卖
家将受影响。比如“纯正土货”一直是不少店主的
招牌，如果要办证，成本上升，土特产的竞争优势
将被削弱。当然，具体影响如何得看执行力度，如
果严格执行，对网购食品冲击较大。

@北风吹：网络自制食品销售是新兴业态，
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在保障消费者安全的前提下
予以呵护。可考虑建立黑名单，加强事后严查。大
部分网售食品是个人生产、小范围销售，成本有
限，即便要办证，监管部门应简化微店审核手续，
通过网络进行资质审核，降低成本，合理备案。

●当心把微店一棍子打死

●事关舌尖安全，必须办证

@王婷：微信朋友圈卖自
制美食一直处于监管的边缘地
带，打着擦边球。新出台的规定
设立了经营资质的门槛，为这
种经营行为纳入监管提供了基
础。同时也明确了电商平台的
责任，使在实际操作中第三方
平台担保更容易得到落实。这
都有利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
障，为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撑起
了一把保护伞。

@陶玉山：办证对朋友圈
经营美食者来说也是件好事，
因为自己是合法经营，是得到

有关部门允许的，可以让买者
放心，提高自己的信誉和知名
度，甚至增加影响力，从而成为
一种品牌，买者都可以是自己
的宣传者，有口皆碑。因此，办
证对扩大销售、赢取更大的利
润是有所帮助的。

@黄伟民：经营网络食品
必须办证，一方面是规范经营
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在今后
出现问题时有法可依，处理过
程中有章可循。不然今后万一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难
以维权，会吃哑巴亏。总之，给

网店的经营者套上金箍，最终
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
益。

@田华：当然，即便办了食品
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也不能
保证所有的商家都能安分守己
地做买卖，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监管，不能办了证就算完
事，那样的话，缺乏监管的食品
安全凭证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舌
尖上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致使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
证流向了一种形式，就失去了办
理此证的意义。

打油诗

@黄伟民

自制食品圈里卖，

无章可循伏笔埋。

舌尖安全无保障，

万一出错落无奈。

食品不能随便卖，

朋友圈也不例外。

经营许可亮证件，

遵则守法可信赖。

@彭 磊

朋友圈里卖美食，

食材何来难晓知，

信任关系不可恃，

盲目下单需熟思。

自制食品应办证，

监管食安定法绳，

不良商家扫出门，

朋友圈子重实诚。

亲历

熟人卖的蛋糕

吃起来很放心

@钟倩：笔者的微信圈里，就有
几个朋友卖蛋糕与点心，也叫微信
美食。由于开店的大都是闺蜜或朋
友，购买时常常都不问价格，受熟人
经济与无添加剂的驱使，哪一种好
吃、出什么新品都会互相推荐与分
享。最关键的是，朋友卖的点心制作
的原材料都是进口货，能够根据口
味与需求或用途私人定制，非常贴
心。比如，朋友茜茜做的私房蛋糕用
的是进口蓝风车、铁塔奶油，就与市
面上实体蛋糕店用的奶油不同，口
味也更好些。

喝微友寄的鲜果汁

闹起肚子

@王平：我的微信群里近来不
时有微友发出自制食品的小广告，
有个微友说是自产的水果蛋糕如何
诱人味道如何美，禁不住他一再推
荐，我要了两斤尝尝，味道还可以，
后来又要了一次。有次路过微友的
家，进去一看心就凉了，完全是家庭
作坊，水果也不新鲜，操作也无卫生
保证，自此我再也不敢买他的蛋糕
了。还有一个微友介绍他的“各色鲜
果汁”，采用鲜果榨制，给我快递了
一大可乐瓶，我喝了不到一半，闹起
了肚子，剩下的也不敢再喝了。朋友
圈卖美食，舌尖上的安全很重要。

蛋糕“名不副实”

维权可费劲儿了

@宋振东：8月底，笔者一同事
的母亲过生日，于是在朋友圈提前
半月预订了一个生日蛋糕，结果，当
生日蛋糕送到后，发现与约定的样
式和品质相差甚远，并且也不是很
新鲜。本来很高兴的全家人为老母
亲过生日的大聚会，因蛋糕问题弄
得很不愉快。事后，同事多次投诉，
都因蛋糕店为家庭作坊式经营，很
难寻找，最后也没有圆满解决。假如
有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不
但美食质量有保证，而且也好维权，
食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和纠纷，政
府相关部门可以对商家进行监督罚
款，甚至取缔，避免政策真空。

朋朋友友圈圈卖卖自自制制美美食食
““持持证证上上岗岗””怎怎么么样样

精论

食品安全不存在“特区”

@甘泉：自制美食只是供朋友
圈免费品尝无可厚非，但一旦进入
经营领域就突破了自然的亲朋好
友界限而成为店主与消费者之间
的关系，必须按照食品经营的相
关规矩“公事公办”，这样，不仅是
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便于消
费者维权。俗话说，“病从口入”，
在食品经营没有“自制”和“公制”
以及店大店小之别的情况下，如
果给自制美食单独开一扇窗，“如
入无人监管之境”，既不公平，也不
符合市场竞争法则。

“秀色可餐”未必质量过关

@张爱学：在微信朋友圈里晒
出自己的私房美食，描述的大多是
外观和口感，比如各式甜品或者自
己腌制的酱菜等等，颜色都很好看，
而且演示的制作过程的确没有任何
化学添加剂，卫生干净，纯天然制
作。但是在制作过程中，所用的原料
是否符合食品标准、环境和器具卫
生条件是否达标等均不明，再加上
自制食品在运送过程中质量有时会
发生变化。所以朋友圈里的美食“秀
色可餐”未必质量过关，应该通过食
品许可证或者备案凭证等制度进行
规范管理。

办证别成了“一劳永逸”

@王婷：办证只是第一步，并不
代表朋友圈销售美食的行为能一劳
永逸。食品监管部门应该不定期抽
查网售自制食品的质量，不合格者
及时整改甚至停止其销售行为，为
消费者把好质量关。同时，对于自制
食品的经营者，也应该要求他们有
健康证或体检合格证明，不能因为
在家庭作坊制作就降低了要求。总
之，办证不能取代日常监管，只有将
网售食品的制作环境、相关从业人
员健康状况等纳入管理范畴，才能
从根本上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
食品。

建追溯机制让人更放心

@秋叶：各类证件齐全只能说
明你有开网店的资质，但是销售的
食品是否安全却无法保障。作为消
费者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健
康，因此我们最想看的东西不是你
有齐全的经营凭证，而是食品本身
更为详细的信息。比如你这家网店
所使用的食材从哪里进购，购买时
间是什么时候，调味品用的是哪个
品牌等等，这些都是办证不能解决
的。因此笔者认为网络食品的加工
经营者最好可以采用追溯手段向消
费者说明食品的详细信息。

杠上花

冯勇

无论网络经营，还是实体店经营，保证食
品安全是首要任务。当下食品安全形势不容
乐观，朋友圈售卖自制美食的行为更应该被
纳入到严格有序的监管体系当中来。

办证会提高准入门槛，会让一些小成本
的美食店难以为继，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为
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职能
部门还应该尽力设身处地地为经营者着想，
为他们解决经营中遇到的现实困难。

比如对符合食品经营条件、积极配合职
能部门办理各种证件的经营者可以给予一定
额度的费用减免，甚至免除相关费用。管理
费、税费等相关费用，职能部门都可以根据经
营者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优惠。另外，对那
些美食经营确实独具特色，受到广大消费者
欢迎的商家，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以培
养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该行业的“龙头”，从
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也是不错的选择。

要严管也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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