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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质期短送货时就便宜
小商超食品大都来自小作坊，进货源头让人难放心
记者 林媛媛 孟敏 实习生 张明娟 贾景媛

手机查防伪

电话成空号
原来800电话只能用座机打，

手机没有开通该业务

本报3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陈熹 ) “防伪电话打不通，

难道买到假药了？”日前，市民
夏先生手机拨打800开头的药
品防伪电话时，竟然打不通，
一番查证后，夏先生发现虚惊
一场，原来 8 0 0电话只能用座
机打。

16日，怀孕的妻子肚子有些
疼痛，夏先生去山大二院开了4

盒鹿茸保胎丸。当天晚上，准备
给妻子服药时，夏先生突然看
到盒上印着防伪电话，“心想媳
妇怀孕了，保险起见就试着用
手机打了个电话，没想到竟是
空号。”夏先生心中犯起了嘀
咕。

“说它是假药可网上查得
到，也是从正规医院流出的，说
它是真药为什么防伪电话打不
通？”夏先生有些狐疑。通过查
证，记者了解到，800电话只能通
过座机拨打，不少科普类网站
都有相关解释，“800号业务是被
叫付费，因为800免费电话只能
通过固定电话拨打，目前在中
国，手机没有开通800号业务。”

“原来是虚惊一场，不过还
真不知道这800电话只能用座机
打 ，估 计 很 多 人 同 样 搞 不 明
白。”夏先生同样表示，现在手
机很普遍，防伪电话只能用座
机打有些别扭，希望相关部门
能完善防伪系统。

蜂蜜咋会变成白色晶体
消费者认为蜂蜜质量有问题，经销商解释属正常现象
见习记者 肖龙凤 实习生 王慧 刘旭

蜂蜜变晶体市民犯猜疑

经销商解释属正常现象

2月5日，杨女士从某大超市买
了一罐洋槐蜂蜜，在食用的过程
中，杨女士发现，蜂蜜渐渐结为白
色晶体，像老酸奶一样，而且放在
水中不易溶化。杨女士知道蜂蜜会
结晶，但没见过白色晶体，怀疑蜂
蜜有问题，原本就有胃病的她，这
时也觉得肚子疼、恶心，之后杨女
士就没再喝这罐蜂蜜。

记者联系了该品牌蜂蜜的经
销商刘经理。刘经理解释说，结晶
是蜂蜜的一种特性，只要蜂蜜当中
的葡萄糖多于果糖，蜂蜜就会从底
部开始结晶，特别是在12-15℃的
气温下更容易结晶。从颜色来说，
一般呈白色，不同种类的蜂蜜有一
定色差，譬如枣花蜂蜜结晶后呈暗
红色，洋槐蜂蜜结晶后呈白色。而
杨女士所购买的正是洋槐蜂蜜。

“加了白糖的蜂蜜，结晶时会呈砂
粒状，摸着会有割手的感觉；没加

糖的蜂蜜结晶后比较细腻。”刘经
理补充说。

刘经理介绍，这款蜂蜜所在产
地的质监部门每半年会抽检一次，
并出示了这款蜂蜜在今年3月初检
验报告的电子扫描版，里面7个检
验项目均符合技术标准要求，单项
判定均合格。

消费者要想讨说法

检测费就得上千元

尽管经销商说没事，可杨女士
总感觉蜂蜜有问题，气味不对、不
易溶化、而且喝完后还恶心。

记者咨询了济南市工商局，
工作人员解释，杨女士目前只是
怀疑蜂蜜有问题，还需提供相应
的证明材料，工商局才能作为依
据进行后续的工作。这位工作人
员建议，杨女士可以去质监局做
质量检测、开具质检报告，但如果
检测出来蜂蜜没有问题，费用要
由自己承担。

济南市质监局食品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蜂蜜的检测项目每
一项的价格不一样，平均一二百块
钱，可以只检测其中的一项或几
项，也可以全部检测，只要一项有
问题，蜂蜜就不合格。但一般开封
后的蜂蜜不具有法律效力，“微生
物指标肯定跟开封前有变化”，不
建议检测。“如果消费者认为蜂蜜
有问题，最好重新买一瓶新的、未
开封检测。”

据介绍，杨女士购买的这款蜂

蜜其中有蜜源要求、感官要求、理
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兽药残留限
量和农药残留限量、微生物限量等
共6项指标。质监部门可检测除蜜
源要求之外的5项共14个项目，按
照平均检测费用100元计算，全部
检测下来得上千元。刘经理表示，
如果杨女士坚持认为蜂蜜有问题，
他可以联系生产厂家将同一批次
的产品送去当地质监局检验，费用
由经销商承担。

日前，本报联合济南

市食安办、工商局对部分

中小超市突击检查发现，

中小超市食品问题较多，

面包保质期内长绿毛，绿

豆酥过期一月照卖，这些

问题引起了市民的广泛

关注，小商超食品为何会

乱象丛生？它们的进货源

头在哪里？近日，记者对

省城小商超食品进货源

头进行了调查。

市民杨女士(化名)上个月在某超市买了一罐蜂蜜，开封食

用后，蜂蜜逐渐结晶成白色固体，不易溶化。杨女士担心蜂蜜存

在质量问题，经销商解释，冬季气温低，蜂蜜结晶属正常。

开封后的蜂蜜已经结晶成酸奶状。 本报见习记者 肖龙凤 摄

“有人送货，想要啥一个电话
就送来。”14日，记者以开店的名义
咨询一位小商店店主，这家位于十
亩园小区的小商店总面积不足15
平方米，几十种商品摆得满满的，
只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经营。

这位女店主告诉记者，自己从
来不去进货，送货非常方便也很及
时，随后把送货商李先生的联系电话
告诉了记者。记者拨打了送货商李先
生的电话，李先生也非常热情，向记
者表示可以随时送货。“我的货都是

从段店拉的，质量放心，价格也便
宜。”记者咨询保质期问题时，李先生
说保质期长的价格高一些，保质期短
的相对便宜，“商店走货快，保质期短
也没事，再说一般人也不会注意。”

记者询问多家小商店发现，大

部分商店的食品都是由批发商送
货，货源主要来自段店。也有一小
部分有车的店主自行去段店进货。

“自己去批发市场能选一下，送的
货不新鲜。”一位自主进货的店主
向记者建议。

批发商上门送货，保质期短的价便宜

记者在小商超走访发现，很多
小商超尤其是靠近马路和公交车
站的都出售一些简包装的面包、汉
堡、三明治等食品，而且很受上班
族的欢迎。

14日下午，记者在甸柳小区一
学校门口的商店看到，商店靠近路

边的摊子上，摆了二三十个小面
包、三明治和汉堡，这些食品由最
简单的方便袋包装，包装袋上没有
任何标识。

“放心吧，我们都是当天送货
当天卖，一天卖好几十个，根本不
剩。”店主说，送货的是一个多年的

朋友，当记者询问剩下的面包怎么
处理时，店主改口称这些面包放两
三天没有问题。记者表示自己也想
开店，能否从她朋友那进货，店主
表示朋友每天做得不多，只给固定
的几家店铺送。

上班族小苏告诉记者，自己经

常在早晨等公交车的时候从路边
店买个三明治或汉堡，边吃边等。
小苏说，店主说都是新鲜的，自己
也从来没计较过。“有的时候面包
软，有时候硬一点，一吃就知道不
是当天的。”遇到这种时候，小苏表
示也只能自认倒霉。

货源来自小作坊，三无产品依然畅销

质监部门日前对中小
超市食品展开突击检查，将
过期食品做记录并暂扣处
理。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过期销毁难实施

超市一般是退货

“部分小作坊是取得生产许
可证的，允许往小商超里送货，
但超市应把好进货关。”济南市
工商局历下分局甸柳工商所一
位工作人员说，个别超市对临近
过期的食品实施搭赠销售已经
成为惯例，甚至过期食品照常
卖，这是超市自律方面存在问
题。

据了解，按照《超市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经营场所内的过
期食品应以破坏性方式处理销
毁，或者报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依法处理。解放路一家超市负责
人坦言，临近过期的食品何时到
达“临界点”，超市在执行过程中
很难把握，而且保质期内出现问
题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所以他
们直接把这项工作交给供货商
来处理。

实际上，超市和供货商都
有专门的协议，对积压的过期
食品，供货商可回收并退回厂
方，超市一般不进行销毁，“我
们超市本来规模就小，为了节
省成本，一般在食品临近保质
期时向生产商退货。”山大北路
一家超市负责人说，他们已经
把这作为协议的一项和供货商
说好了。

对超市的这种做法，很多
市民表示担心。家住山大路的
市民张女士表示，“临过期食品
回流到厂家后会如何处理，这
很难说，糕点过期了就应销毁，
不应给厂家重新加工销售的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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