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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闻

毒馒头、毒大米、毒奶粉、瘦
肉精……近几年，如此多的食品
安全事件，让老百姓生活在惊恐、
恍惚之中。掺假带来的暴利，让我
们信任的食品企业猖狂造假，不
顾生命安全。越来越多的企业不
知良心为何物。一个没有良心的
企业，注定不能长久。

当造假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
时，一些食品企业竟然如此轻易
就拜倒在利益的诱惑之下。追求
利润最大化，是一个企业的最终
目的，这没有错。可食品企业有着
特殊性，它与人们的生命息息相
关。为了经济利益不顾道德，对这
些企业所服务的对象来说，更是
致命的。企业道德，是一个企业的
血液，一个抛弃了道德血液的企
业，注定如生物一般很快凋零。企
业道德，体现的主要应该是其社
会责任感，诚信应该是企业最低
的道德底线。在诚信基础上，保证
产品质量，也应该是理所应当必
须做到的。

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在
很多企业中都有宣扬。一些企业，
表面上以视质量如生命等等要求
约束自己，实际上却是口头上喊
一喊，从不去落实。这些没有良心
的企业，是视他人生命为儿戏。

在我看来，只有企业有了良
心，才能成为人们信任的好企业。
只有企业有了良心，才能保持持
久的生命力，获取最大利益。

讲良心,
才最终有利益
本报记者 赵兴超

对老百姓而言，对一日三餐
并没有苛刻的要求，只要符合自
己口味就足够。可是，不苛刻不
等于没有底线。如今，从“瘦肉
精”、“染色馒头”到“毒豆芽”、

“牛肉膏”，这些原本很陌生的词
汇却屡屡像小丑一样跳出来，刺
激着老百姓的味蕾神经。

民以食为天。如今，恰恰是
这些黑心企业和商贩制造出来
的东西，让这天大的事变得十
分脆弱。虽然，每一次查处，相
关部门都会对涉足企业作出非
常严厉地处罚。可是，仍然有一
些企业和商贩前赴后继,这让老
百姓防不胜防。

为了买到没有农药残留的
蔬菜，老百姓专挑带虫眼的买；
为了宝宝能够吃上健康的奶粉，
不少父母花血本购买进口货。可
是，“技术含量”较高、隐藏比较
深的诸如“瘦肉精”之类的食品
添加剂，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也很
难用肉眼简单分辨的。此时，老
百姓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不
吃，要么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关
乎生命健康的大事，就这样被生

生变成戏谑的黑色幽默。可是，
这个幽默所带来的没有笑容，只
有泪水和失望。

食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应
该不仅仅局限于制造和消费的
简单关系。老百姓购买企业制造
的食品，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还
基于对企业的信任。每一家企业
的广告中，都极力树立自己的诚
信，可是，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
把企业费尽心机树立的所谓诚
信形象击得粉碎。

因为“瘦肉精”而深受重创
的双汇集团，召开“万人大会”，
销售经理更是走上街头吃下自
己的产品，以暖和消费者冰凉的
心。然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
少企业都是这样：一边花大钱抢
占媒体广而告之，一边却潦草对
待食品安全这个最核心的东西。
舍本逐末的结果就是，多年经营
的企业形象瞬间倒塌。

曾经有人开玩笑：食品安全
再出问题的话，以后老百姓得给
自己安装“杀毒软件”了。相信，
所有听到这个笑话的人们，都不
会挤出哪怕一点点笑容。

吃的喝的，天大的事
谁,
在粉碎着诚信
本报记者 胡修文

今年“3·15”期间，央
视曝光了“健美猪”真相、
河南“瘦肉精”事件始末；4
月 12 日，央视《消费主张》
报道了上海华联等超市涉
嫌销售染色馒头事件；没
隔几天，又有媒体曝光用
了牛肉膏，猪肉能变成“牛
肉”的报道。

紧接着，各地质量监
管部门纷纷行动，检查当
地的相应产品有无问题，
然后又依托当地的媒体传
递检查结果。媒体俨然已
经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主
力军，许多监管部门成了

“马后炮”，老是被媒体拖
着跑。

原本该由监管部门检
查出来的问题，每每都由
媒体先曝光出来，针对一
些长年存在的“造假一条
龙”链条，当媒体找到当地
的监管部门时，这些监管
部门竟还“浑然不觉”，直
到被曝光才“迅速”介入。
出现食品质量问题，虽然
与生产企业的责任意识直
接相关，但是常年从事监
管工作的监管部门会“浑
然不觉”，说出来也很难让
人相信。

查处，
不能总在曝光后
本报记者 熊正君

“瘦肉精”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就出现。毒奶粉、毒豆芽屡屡刺激着
人们的神经。民以食为天，天大的事怎么变得如此戏谑和草率？食品安全
事件屡屡成为新闻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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