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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层层检测，挡不住问题食品

市民维权却遭高额检测费
本报记者 王倩 娄士强

保障食品安全

必须追溯源头

据了解，针对目前食品
行业出现的安全问题，国家
相关部门增加了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体系。同时，我国
也于2010年初通过了《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
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第一
次进行了法律界定与约束。

同时，国家质监部门定
期公布“消费警示”“红黑名
单”，向社会公开抽检结果。
日常检验、抽检、风险监测
都做到了，但从效果上来
看，食品安全问题的改善却
不明显。

在山东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明
林看来，有毒物质添加到食
品里的事件层出不穷，仅凭
相关部门的检测是远远不
够的。

王明林教授称，保证食
品安全必须追溯到源头，最
重要的就是生产部门从自
身入手。“包括企业自检和
政府抽检，都存在一定的漏
洞。出现非法添加剂的问
题，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

‘三鹿’这样的大企业，根本
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
自律。”王明林说。
本报记者 王倩 娄士强

2元一捆韭菜

检测要花5000元
5月2日晚，济南市臧家屯小区

两户居民家5口人相继出现了呕
吐、腹泻等症状，经诊断5人均为有
机磷中毒。巧合的是，这两家5口人
当晚都吃了来自同一个菜摊上的
韭菜包的水饺。相关部门对外公
布，通过对剩余韭菜馅料的检测，
包括19种有机磷农药在内的38项
指标均未检出，也就是说在这些剩
余馅料中并没有检出有机磷农药。

明明是磷中毒，样品为何没有
检出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
测部门人士表示，现在都是按照国
标中规定的指标进行检测。也就是
说，检测只是针对部分农药或者是
有毒物质，而出现问题的往往不是
在这部分之内，三聚氰胺、甲醛亦
是如此。

对于市民来说，对国标的了解
并不多，大家想知道的无非是“这
捆韭菜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能不
能放心吃？”

济南市农业质量检测中心从
事农产品检测工作近十年的田相
旭告诉记者，农药检测标准是农业
部统一制定的，总共有50项检测指
标。所以对于农产品的检测，都是
以抽检结果确定产品是否合格，但
检测本身并不涉及50种指标以外
的物质。

按照这种说法，仍以一捆韭菜
为例，每一项指标的检测需要100

元左右，按照50种指标全部检测来
算，一个样品可能就要花费5000元
左右。在不少消费者看来，购买这
捆韭菜只花了2元钱，投入这么大
的检测成本显然不值。

检测费虽然高

相关部门仍喊穷
济南市农业质检中心的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检测收费是经过
物价部门严格审核的，消费者心中
的高额检测费对于检测部门来说，
有时甚至连成本都无法满足。据介
绍，成本中最主要的就是化学试剂
的使用和检测仪器的损耗，“有的
项目光试剂就得一百元，仪器也都
非常贵，每次检测都是在减损使用
寿命。”

记者在山东省质检院采访时，
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山东省质检
院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标准中关于
检测指标的收费大多是2001年的
收费标准，十多年一直没变过，但
现在随着物价攀高，尤其是仪器、
试剂价格变化较大，这样的收费标
准无法承担现在的成本。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虽然
权威检测部门收取的检测费用直
接上缴财政，但这些“成绩”却与下
拨经费息息相关。面对执法部门下
达的抽检任务，他们也会对所需费
用进行核算并上报。

一内部人士表示，在这种制度
下，即便是消费者愿意出这笔费
用，也并不是立即就能进行检测

的。“日常检测工作都是为了大批
量产品的安全，执法部门下达的任
务必须要保证，相比之下，个人委
托检验只能放在次要位置。”该内
部人士说。

高额检测费

挡住市民维权路
面对高额检测费用，不少市民

放弃了维权，这并不是市民对食品
造假袖手旁观，“而是这个‘不’字
的代价有点太大了。”一位市民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

山东省质检院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每年的检测数量大约为5万个
批次，个人送来检测的产品数量只
有一二百，如果是涉及食品方面的
检测更是少之又少。

市民购买一包牛奶的价格在
一两元钱，一个面包的价格为三四
元钱，一捆韭菜的价格为两元左
右。而要较真检测，动不动就能花
上几百甚至上千元，不少市民直呼

“真相要不起”。作为专业检测人
员，省质监局一位工作人员也表
示，如果买到有质量问题的食品
时，他们也会选择扔掉。

“我怀疑买到的火腿有质量问
题，送到质检中心检验，一共检了8
项指标，最终花了1600元，才换回
了一个‘所检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产品不合格’
的结论。”济南市民吴先生称，这个
代价确实太高了，而且这个结果对
于他来说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人

家这种火腿该卖还是卖，最后我花
1600元买了个‘以后不买了’。”

高额检测费用到底从何而来
呢？记者了解到，每一项检测指标，
在检测部门上报物价部门之前，都
会有一个基本的核算，核算成本包
括材料费、水、电、燃料费、检验用
房维修费、仪器设备折旧费、仪器设
备维修费以及管理费。而标准最终是
否获批，省物价部门工作人员称，他
们还会邀请有资质、有影响力的检测
单位一块儿进行成本测算，取一个平
均值作为政府指导价。

对于这样的解释，不少市民明
显不能接受，“他们(权威检测机构)
大多是全额拨款单位，但水电以及
仪器设备折旧费用也算在检测成
本之中，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
较真的刘先生曾经因为几百元的
检测费用放弃了维权。他告诉记
者，花79元买来了一件纯棉衣服，
要花几百元额外加上几个工作日
的等待，“还不如直接跟商家私下
协商算了。”

产品安全、特别是食品

安全问题频发，不少市民疑

惑：商品在生产及出厂、进入

市场之前都要经过一道道检

测关，为何还会出现如此多

的质量问题呢？遇到有问题

的产品，有消费者想将样品

送至相关部门检测，但面对

高额检测费，不少市民选择

放弃。

花几元钱买来的商品，可能要
花几百甚至上千元才能拿到权威部
门的检验报告。 记者 王倩 摄

济南七里堡综合批发市场检测中心里，一位工作人员在收集用于快速检测的萃取液。娄士强 摄

应建公益检测

助市民维权

食品检测的高门槛给
消费维权设置了障碍，一些
消费者往往因高昂的检测
费用而放弃送检维权，另
外，在当前的检测模式下，
各检测机构各自为政，送检
部门也是随心所欲，容易发
生重复检测等问题。

所以，建立“食品公益
检测”制度不仅有迫切性，
还有现实性，政府在整合现
有检测资源的基础上，按照
方便监管和维权的原则成
立综合公益食品检测机构，
并把经费拨给检测机构，检
测机构向监管部门提供免
费检测服务，核销买样费
用。在这种模式下，监管部
门就可以放手监管，消费者
就可以放手维权，不必再为
检测费犯愁了。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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