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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快餐该不该负责

“获悉发生在上海福喜食品
有限公司的一切，我寝食难安。”
7月25日，福喜集团发表最新声
明，这份来自福喜集团所有人、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尔顿·拉文
的声明承认，“这样的事情是完
全不可接受的”。

毫无疑问，上海福喜是此次
“过期肉”事件的第一责任人。

“过期也吃不死人”，出自该
公司员工的话让人愕然，而据媒
体报道，对于过期原料的使用，
该公司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如此，

“问题操作”由公司高层指使。从
上海福喜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上
可以看出，视食品安全如儿戏一
般。

7月24日，随着上海福喜5名
涉案人员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打击食品安全问题的板子，首先
拍向了上海福喜。而第一板尚未
落下，公众舆论的第二板已结实
地拍在了洋快餐身上。

显然，接受上海福喜供货的
洋快餐们，更吸引人们的眼球。
然而，打在洋快餐身上的这一板
却带来了争议。

“这明显就是‘躺枪’了。”看
到麦当劳和中国百胜的声明，有
人觉得这两家是被供货商蒙在
了鼓里，公众对其的指责完全是

“冤枉”。
对此，有评论称，涉及该事

件的洋快餐品牌，不仅应该对此
事件负责，而且应该负全责。该
评论举例说，汽车出了事故，消
费者追究的是汽车生产企业的
责任，而车企不能说让消费者去

找轮胎厂商，或者去找发动机厂
商。同样道理，食品出了问题，找
的是品牌，而不是供货商。“至于
如何控制供货商的风险，那是你
的问题。”

实际上，洋快餐也确实应该
承担部分责任。中国商务部研究
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
员赵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
出，不管供应商的产品如何，作
为下游的食品经销商，必须履行
严格的产品检测抽检手续，否则
就是失职。

而至于洋快餐要不要负全
责，专栏作家王蕾则给出了不同
的意见。王蕾认为，目前没有证
据证明快餐店与供应商合谋隐
瞒消息，快餐店本身的确应负责
任，但只是连带责任。

板子打得不够疼，记性

就长不起来

“气势汹汹去检查的，早干
吗去了呢？”7月23日，济南市民
张涛对着手机屏幕上的相关新
闻大声斥责上海食药监局的相
关负责人。

在企业利益驱动致使自律
制度失灵时，作为保障消费者食
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监
管应该发挥作用。过去三年，上
海市质监和食药监部门针对福
喜做过7次检查，均未发现问题。
今年2月，上海福喜被评为“嘉定
新城(马路镇)食品安全生产先
进单位(A级)”。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
出现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地方
食药监局难辞其咎。中国政法大
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也表

示，此次曝光的事件，是由媒体
首先发现的，而食药监部门则

“被动”采取措施，没有做到事先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职责履行
不到位。

7月23日，上海食药监局局
长阎祖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监管责任方面，我们还在反思，
还在认真进行调查。”

从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
到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食品安
全领域有大量官员被问责。曾任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的
李长江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引咎
辞职，成为历年来被行政问责的
最高级别官员。

但这种震慑仍未能阻止类
似事件发生。

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一
员，曾亲历三鹿奶粉事件的胡
舒在论文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思
考：“目前的食品安全行政问
责，往往发生在重大事件或重
大事故之后，来得迅猛，去得也
快，极具风暴效应，但没有相应
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

胡舒在论文中提醒到，行政
问责决不能发展为“平息民愤”
的工具和应急手段，要建立科学
的问责制度，并通过严谨的程序
和权责一致的原则，让真正对相
关食品安全事件或事故负有责
任的人，接受问责。

针对具规模食品企业的违
法行为，新《食品安全法》规定可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朱列玉表示，上述规定对
涉案企业、监管机构的制约力度
仍然不够。

2012年，肯德基发生瞒报
鸡肉抗生素残留超标事件。按
照规定，肯德基应在发现原料
抗生素超标问题后，主动进行
食品召回，否则将面临行政处
罚。违反召回规定的企业，最
高只需缴付不超过3万元的罚
款。这对于在中国年营收近百
亿的肯德基来说，无异于九牛
一毛。

板子打得不够疼，记性就长
不起来。

我们太纵容洋快餐吗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食品安
全事件后，洋快餐在中国依然屹
立不倒的局面，跟消费者的宽容
甚至纵容不无关系。

据公开报道，7月21日，无论
是在事发地上海，还是在千里之
外的北京，中午用餐的高峰时
段，设在医院、商场或写字楼附
近的肯德基、麦当劳餐厅内，前
来就餐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

而当有顾客被问及是否担
心所吃的食物是否安全时，像

“豆腐脑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
之类的南北差异瞬间消失，“现
在他们处于风口浪尖，食品质量
反而更有保障。”成为共同的回
答。

有人则把这种理念表露得
更为直白：要去就现在去，每天
有监管部门盯着，肉肯定没问
题，比在国外吃还安全。

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在过去
的5年时间里，洋快餐已爆出至
少17起食品安全事件。从饮料到
桶纸容器，从炸鸡油到过期食
品，洋快餐一直在挑战着国内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方面的信心。

每次曝光后，洋快餐巨头都
会表达“歉意”，并展示自查及接
受检查的决心。但食品安全事件
还是一次又一次发生。

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内洋快餐
的大多数消费者选择了原谅和宽
容。因为每当事件平息，他们便很
快淡忘，然后再次走进洋快餐店。

食品安全事件，应该并不是
考验每个人对洋快餐品牌忠诚
度的档口。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韩适南 实习生 张艺馨

在国外老实本分的洋快餐们，似乎到了中国就“变坏”了。近几年来，围绕洋快餐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出现
的各种“门”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但让人困惑的是，洋快餐们似乎并未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在被追逐程度上受到任
何影响。

目前的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往往发生在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之后，来得迅猛，去得也快，极具风暴效应，但没有
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做支撑。

““西西法法””如如何何调调制制舌舌尖尖上上的的安安全全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韩适南
实习生 张艺馨

“无意之失”导致77

年的牛奶厂倒闭

日本“雪印牛奶中毒事件”
发生在2000年夏天。

彼时，雪印是日本三大名
牌牛奶之一，与其齐名的还有
明治和森永，三者都是历史悠
久的老厂。尽管三家牛奶的价
格要比普通牛奶高出近50%，但
仍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几
乎每个日本家庭都是一个牌子
的拥趸。这个固守传统、循规蹈
矩的民族，养成了习惯就很少
再改变，许多人从小到大只喝
一种品牌牛奶，久而久之便成
了一种依赖。

日本一直宣称“一杯牛奶强
盛一个民族”，夏天，民众尤其喜
欢饮用冰镇牛奶消暑。2000年6
月，正值夏季，在短短半个月内，
日本关西地区共有1 . 4万人由于
饮用日本雪印乳业公司生产的
低脂牛奶而中毒发病。

事情之后查清楚了：这起
“毒牛奶事件”的起因是生产牛
奶的脱脂奶粉受到黄色葡萄球
菌感染，而奶粉之所以受到感
染，是因为雪印公司设在北海道
的一家工厂在停电3小时后重新
启动生产线，没有把加热器中的
牛奶废弃掉。

这在中国人看来实在算不
得一件大事，出问题了，改了就
好了嘛——— 中国的几个牛奶品
牌接连出问题，中国消费者还是
喝得好好的——— 更何况雪印在
日本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厂，还
有那么多忠实粉丝。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平时
鞠躬哈腰的日本民众竟愤怒了，

“不购买运动”让雪印产品滞销，
最终导致乳业公司的社长不得不
辞职谢罪。在该事件的阴影下苦
撑了一年依然毫无改善的雪印牛
奶工厂，不得不宣布关门大吉。七
十七年的信誉因为一次“无意之
失”而毁于一旦，不免令人嗟叹。

严谨的德国人对待此类事
件更是不会手软。穆勒是德国最
大的面包制造商，有八十多年历
史，很多德国人都有起床锻炼，
然后到穆勒买面包的习惯。

2012年，穆勒公司被食品卫
生监督局发现生产车间里有蟑
螂和老鼠屎，德国人惊呆了，继
而愤怒了。“闻君有蟑螂，故来相
决绝”，经销商拒绝销售穆勒面
包，消费者也改了习惯，锻炼后
不再去买面包。就这样，一家有
八十多年历史的公司宣告破产。
面包生产车间的蟑螂PK鸡翅中
的活蛆，结果是活蛆完胜：蟑螂
整垮了一家企业。

揭开食品身世之谜

民众对待食品安全采取的

是零容忍态度，食品安全是食品
企业的立足之本，也是一个民族
强盛的保证，世界各国为保证国
民吃到安全的食品，更是制定了
五花八门的制度，采取了各种各
样的措施。

还是日本人，拿着个鸡蛋
端详半天，想要搞清楚它的身
世。这个鸡蛋是哪只鸡生的？这
鸡是谁养的？住在哪个鸡笼里？
这不是臆想，人家鸡蛋也是有
身份的好嘛。不用太高端洋气，
只需扫一扫二维码，想知道的
信息就能立刻呈现。这就是日
本 政 府 推 出 的“食品 溯 源 制
度”，食品的“身世”从此不再是
秘密。这样一套近乎严苛的公
共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保证了
国民舌尖上的安全，只吃有“身
份证”的食品，出了问题也一查
一个准。

自从美国总统罗斯福把他的
香肠丢出窗外后，美国就开始对
食品安全问题严加管理。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需要健全法律的支
撑，在牛肉家族里，牛绞肉和咸牛
肉这样的表兄弟都得有不同的法
律来监管。吃货在超市看到一个
好吃的，私心想着今天钱没带够，
明儿再来买吧，结果第二天到了
超市发现没有了，不好意思，被召
回了。原因是标签贴错了。什么，
我没听错吧？这都要召回。

在美国这事儿确实可能发
生，他们的召回制度可谓深入人
心。小到标签贴错，大到食品危

害消费者健康，啥也别说了，自
个儿召回吧。在监管部门还没下
禁令之前，自己主动认错，召回
之后提交报告，看在认错态度
上，还能宽大处理，否则一旦出
了问题就等着被罚得倾家荡产
吧。而所有召回的信息都要发布
到网上以供民众查阅，消费者可
据此选择安全的食品。

想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
么，安不安全，日本用二维码告
诉你，德国用食品编号告诉你，
美国用食品安全网告诉你，韩国
用检测技术告诉你，有了这些制
度保障，政府和民众能够追溯食
品身世，保障了餐桌安全。

食品安全血案让内

阁全部辞职

除了有严密的食品安全制
度，西方发达国家还针对食品监
管人员制订了严厉举措，让法律
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1999年，比利时卫生部部长和
农业部部长被迫辞职了，接着内阁
全部辞职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来是由食品安全引发的血案。

事端起于比利时一家叫维
克斯特的粉料生产厂，该厂8吨
粉料掺进了被二恶英严重污染
了的工业用油。但在顾客需求
和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维克斯
特把被污染的动物油脂供应给

9家比利时饲料生产厂，法国2
家、荷兰和德国各1家饲料工厂
也进口了维克斯特厂的粉料。
这13家饲料厂又把污染了的饲
料卖给了数以千计的饲养场。
二恶英污染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传播开了。

事件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国
际与国内的压力，内阁竟集体辞
职，甚至还影响了首相的选举。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板子打
得够痛，这记性才能长起来。

国外出现重大食品安全
问题，停职、引咎辞职都只是
最轻量级的处理，有渎职失职
行为的直接追究司法责任，给
民 众 造 成 经 济 损失的 ，对 不
起，自己掏腰包补偿吧，别妄
想国家为你背黑锅。你不查，
等着记者冒生命危险去卧底，
可以啊，到监狱去反省吧。你
受贿，置人民生命于不顾，没
问题，但必须要付出比你拿到
的东西更多的代价。

当监管人员的渎职失职成
本不再低廉，行使职权时定会
三思，让法律成为高悬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告诉你别越轨，
否则会很痛。在西方发达国家，
对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的通报、
监测、发布也是相当透明的，并
且鼓励公众围观。围观不过瘾，
那就直接参与吧。确保权力束
缚在牢笼中，同时运营在阳光
下，一切都只为保证国民舌尖
上的安全。

洋洋快快餐餐是是怎怎么么““学学坏坏””的的

涉事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资料片)

“洋快餐”囚徒

“洋快餐”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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