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销售禁用“生鲜灯”非常及时必要

“市场监管总局22日公布《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自2023年12月1日起
施行。2016年1月5日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同时废止。其中，针对群众
反映“生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明
确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
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
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
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生鲜农产品尤其是像生鲜肉
摊爱用“生鲜灯”，是一种普遍现
象。此前，很多销售者认为，这只
是让所销售的肉色等生鲜农产品
更好看些；但也有消费者认为，

“生鲜灯”的使用，使得一些生鲜
产品得到“美颜”，会误导购买，侵
犯消费者权益。也有监管部门认
为，难以对此进行严肃处罚，因为
没有相关的法律或文件对农贸市
场或超市使用的灯光进行规定，
肉摊上使用灯光只是用于照明和
美观，与肉本身的质量好坏没有
直接关系。

问题是，农产品销售商家使用
“生鲜灯”，真的就合适吗？我国广
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
消费者；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
虚假广告。而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相关
情形，都构成虚假广告。

由此不难看出，农产品商家
滥用“生鲜灯”，是一种变相广告
行为。他们使用“生鲜灯”照射其
摊位上的生鲜肉菜等，根本目的
都是让肉摊上的肉颜色更好看，
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美颜的广告效
应。只不过，这种广告有别于常
见的文字、言语、图片等呈现方
式，而是一种让人更赏心悦目的
颜色视觉广告，提升相关生鲜肉

菜“颜值”，激起消费者购买欲，从
而达到诱导消费目的。

滥用“生鲜灯”也与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相违背。该法第四
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
实、信用的原则；第八条规定，消
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但在“生鲜灯”的照射下，不
管是什么质量的肉菜等农产品，
都在一定程度被美颜，掩盖了部
分问题或瑕疵，在交易中给消费
者提供了不全面、不真实的商品
信息，诱使消费者与其交易。这
是一种不公平、不诚信的涉嫌违
规行为。另外，滥用“生鲜灯”也
是一种价格违法行为。价格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
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它也是一种不正当市场竞争行
为，对其他合法经营者不公，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

此前，关于商家销售生鲜农产
品屡屡引发争议和媒体关注，根本
的问题也正在于此。农产品销售
商家使用“生鲜灯”，看似是商家的
经营自由，但背后却隐含着欺诈、
不诚信等经营违法行为。

农产品销售无需“生鲜灯”美
颜。对此，长期以来社会有期待，
治理的呼声不断。此次，国家有
关方面直接对农产品销售明确下
达“生鲜灯禁令”，无疑是对社会
期待的直接回应，更是对相关法
律不得随意使用“生鲜灯”的重
申、综合和再明确，对这类隐性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将有
效遏止，非常及时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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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超市，
发现许多瓶装厨房调料生产日期
在瓶身、瓶盖、瓶底、包装纸等处
都能打印或刻印，而且每家公司
打印的具体位置、字体大小也不
统一。在深色的瓶子上，近乎透
明的生产日期看起来很不清楚。
还有个别企业对生产日期印刻的
具体位置没有任何提示和说明，
另外，产品关于生产日期标识位
置的提示较为模糊。

生产日期一直是消费者选购
食品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厨房
调料等必须标注的信息。食以安
为先，瓶装厨房调料清晰、准确、
显著标注生产日期，是保障产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的重要屏障。随
着食品安全宣传的深入进行和消
费知识的普及，上海市消保委调
查发现，超八成的消费者表示选
购食品时会查看生产日期。这是
一种好现象，对于消费者权益保
障，对于食品安全都是大有裨益
的。然而，消费者重视了，许多瓶
装厨房调料生产商却和消费者玩
起了“躲猫猫”——近九成的消费
者表示碰到过食品生产日期难以
查找的情况。

调查显示，虽然瓶装厨房调
料都标注了生产日期，这是产品
能够上市的前提。然而，消费者
却常常碰到生产日期难以查找
的状况，其中的原因，66%是因
为打在和外包装底色相近的地
方；60.3%为字号很小；40.1%为
印迹模糊不清；32%为打在很不
起眼的地方。这就颇像“躲猫

猫”游戏，你知道他在，却不知道
他藏在哪儿。于是，在超市货架
前就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
老年人一边扶着老花眼镜，一边
拿着东西翻转，努力找生产日
期。生产日期不好找，势必会对
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造成
一定干扰。

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失
效日期等重要信息，是消费者选
购商品的重要标准，理应以更醒
目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这不
仅是消费者的呼吁，也是法律的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明确规定：限期使用的产
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标明生
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
日期。可见，让生产日期更醒
目，是企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瓶装厨房调料生产日期不能和
消费者玩“躲猫猫”，要以更显著
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尤其是老
年消费者，是营造更加适老的消
费环境的现实需求，也是企业赢
得老年消费者的有效手段，企业
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

此外，也应进一步在相关规
定中予以明确，形成规范。《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
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大于 35
平方厘米时，强制标示内容的文
字、符号、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
1.8毫米。但是，对于生产日期标
识的颜色、区域及方式等，却没有
详细规定。所以，在此《通则》中
予以明确，形成范式，亦很必要。

生产日期不能和消费者玩“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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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许可和
备案管理工作，加强食品经营安全监
督管理，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其
中，聚焦企业反映的堵点难点问题，
对拍黄瓜、泡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
为，作出了简化许可的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餐馆因“拍
黄瓜”违规被罚的案例频上热搜，引
发了社会对相关市场管理规则是否
合理的讨论。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办法》对拍黄瓜、泡茶等简单食品制
售行为，作出简化许可的规定，可以
说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呼应食品行
业的经营特点及社会期待，有效平衡
了保障食品安全与提升市场主体活
力之间的关系。

保障食品安全是所有食品经营
者的法定责任，也是食品经营活动必
须恪守的底线。与此同时，相关市场
管理也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合理边
界，做到该管的要管好管到位，该放
给市场的也要放到位。一旦边界紊
乱、过于机械，不仅无助于食品安全
保障，还可能给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不
必要的限制，甚至“误伤”市场活力。
《办法》针对社会热点反馈对相关规
则及时作出优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
的监管立场，也展示出了对市场活力

的包容与呵护。
事实上，给“拍黄瓜”松绑，只是

这次《办法》的亮点之一。坚持问题
导向，回应基层呼声期盼，在很多条
款中都得到直接体现。如重新梳理
食品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和主体业态
分类，并对每一类别分别明确了具体
分类情形以及许可和监管要求，增强
了可操作性；按照行政处罚法有关要
求，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设置不同幅度的
罚则，对于可以改正的违法行为，设

定了责令限期改正等柔性措施。
因应社会的消费需求变化，当前

食品经营形态不断丰富，一些创新经
营模式如果完全依照既有的管理规
则来监管，难免会产生不适——既可
能无法实现规范的目的，又可能抑制
市场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与时俱进
地重新梳理食品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和主体业态分类，并据此分类明确具
体的监管要求，的确很有必要，它是
提升监管效力，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的
需要，也是保障行业创新活力的内在

要求。而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不同幅
度的罚则，采取柔性监管，避免“一罚
了之”“小错重罚”，也体现了“严管”
与“厚爱”的平衡。这一点，在当前稳
就业、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的大背景下，更应该被重申和坚持。

《办法》还在推进食品经营许可
和备案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
简化食品经营许可流程，压减许可办
理时限，并将部分按照许可管理的情
形调整为报告，释放改革红利。如将
许可办理期限从原来的至多 30个工
作日压缩到15个；允许对食品自动制
售设备等新业态发放食品经营许
可。这些都是瞄准市场主体的实际
需要对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有助
于给市场主体减压，也给新业态的发
展提供了便利，扩大了空间。

创新和变化是市场永恒的规
律。高效的监管就是要顺应好这一
规律，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不断致
力于给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发展营造
健康的环境。《办法》的出台在这方
面迈出了积极一步，将通过制度优
化给市场注入新活力，增强市场主
体的发展信心。落实上，各方也应
该不打折扣地把相关利好及时输送
给市场主体，让改革红利和市场活
力不断释放。

朱昌俊

给“拍黄瓜”松绑，是对市场活力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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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又“摊上事儿”了。
在江西职校“指鼠为鸭”事件之

后，近日，又有一桩职校食品安全事
件与鸭子扯上了关系。

7月 17日，有学生向极目新闻记
者反映，他在广州一所职校培训期
间，有同学在食堂饭菜中吃出胶制异
物，怀疑是避孕套。17日晚，校方工
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经初步
调查，该异物系鸭子的眼球膜，校方
已将相关样品保留，并向家长和学生
解释说明此事。

是鸭子眼球膜不是避孕套，学
校的这一回应在网上引发反弹。
在一片质疑声中，7 月 18 日，广州
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当地
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表示，相关样
品已妥善封存并移交第三方权威
机构检测，涉事食堂已被责令关
闭。另据报道，当地警方已经在调
查此事。

前有“指鼠为鸭”，后有出现疑似

“避孕套”的鸭子眼球膜，这俨然连续
剧般的戏码，令公众大呼稀奇，委实
应接不暇。

从爆料人提供的图片看，这个
异物无论是外观还是大小，看起来
确实有些像避孕套。但事实真相如
何，最终要靠权威调查来认定。客
观来说，基于拍摄角度与视觉误差，
盘里异物未必就一定不是鸭子眼球
膜，学校未必就是撒谎。可能令网
友不满的是，在没有任何第三方检
测或上级部门调查的情况下，学校
就急忙给出“鸭子眼球膜”的结论，
未免有点太心急。

时间相隔如此之近，公众难免将
此事关联到此前的“指鼠为鸭”事
件。当初，学生从饭菜里吃出鼠头
后，涉事学校的第一反应同样是否认
——“那是鸭脖而非鼠头”，这个结论
还得到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背
书。某负责人在镜头前信誓旦旦的
画面如在眼前，“经反复对比，确认这

个异物就是鸭脖。”
但是后来，在巨大的舆论争议

中，江西省成立专案调查组，最终一
锤定音“是鼠头不是鸭脖”，给了公众
一个权威答案，让涉事学校与地方市
场监管部门顿时哑口无言。

不可否认，在经历了“指鼠为鸭”
事件后，公众对于此类食安事件更加
敏感，也很难避免陷入“信者恒信，疑
者恒疑”的舆论怪圈。但任何猜测，
都应该以切实的证据为基准。在许
多人质疑那件异物就是避孕套时，也
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反复比对，认为
学校说得没错，不排除是鸭子的眼球
膜。

这种多元的观点与论争，其实也
是当下舆论场的常态。越是在这个
时候，越是需要权威部门及时介入，
通过合乎规范的程序，严谨细致的调
查，给出令各方信服的答案，定分止
争。

地方调查部门尤其需要清醒地

认识到，此类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食
品安全事件，调查结果能否取信于
人，更关涉地方的公信力。

江西“指鼠为鸭”事件中，当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先是信誓旦旦，继而惨
遭“打脸”的殷鉴在前，此次，广州当
地多个部门应该汲取教训，以高度负
责的精神，客观公正的调查，以详实
的细节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赢
得当事人和公众的信任。

异物到底是鸭子眼球膜还是避
孕套，这不难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明
确答案。而舆论的质疑，也绝非恶
意，毕竟食品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公众的围观，既是对当事人的权
益表达关切，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安
全有序的食品环境。即便此事最终
被证实为一场乌龙，公众此前的追问
与质疑，也不应该被苛责，理应获得
宽容与理解。

王言虎

汲取“指鼠为鸭”教训，莫在“鸭眼球膜”上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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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奶业产业链包括40多万
户养殖户、600多家乳品企业。2022
年奶牛单产9.2吨，是2008年的两倍，
规模牧场奶牛单产超过欧盟平均水
平，乳蛋白、乳脂肪含量达到发达国
家水平。曾遭遇“滑铁卢”的国产婴
幼儿配方乳粉，市场占有率已超
68%。这些数据显示，从奶源基地到
加工企业，从产业体系到质量标准，
中国奶业都已今非昔比，奶业振兴取
得进展。

不过，奶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
然突出。一方面，产量提升与自给率
下降并存。我国多数主要农产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位，奶类是例外。2022
年我国奶类产量创新高，居全球第四
位，但是自给率从2009年的86.3%下
降到2022年的67.9%，乳清乳糖等大

量进口。这说明，产品供需结构不平
衡，近年的市场增量相当一部分被进
口乳品占据。另一方面，成本上升与
价格下行并存。由于土地和饲料成
本高，我国生鲜乳生产成本每公斤比
美国高 40%，比新西兰高 90%。而国
内奶价从 2021年 8月的每公斤 4.38
元下降到目前的3.77元。这说明，产
业竞争力还不强，对抗市场风险能力
较弱。

挑战也是机遇。奶业虽面临阶
段性困难，但发展空间巨大。从近年
来的形势看，乳制品消费不足已成为
制约奶业的主要问题，也是发展的突
破口。2022年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
42公斤，约是亚洲平均水平的1/2、世
界平均水平的1/3。按照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推荐的摄入标准（110公斤），

未来乳品消费增长空间非常大。城
乡居民日益推崇奶类价值，有稳定
饮奶习惯的人群稳步扩大，这是奶
业振兴的底气。需求端的更大突破
要从供给侧做文章，从奶源、产品、
机制三方面破解奶业困难、推动奶
业振兴。

提升奶源。奶源是奶业的基
础，涉及 3项内容。奶牛品种是生产
效率的源头。要育强奶牛良种，加
快生物育种技术应用，推进选育和
遗传改良，打造中国奶牛好品种，增
强良种自主供应能力。饲料成本是
原奶成本的大头。要优化饲草结
构，提升优质饲草供给，扩大高产优
质苜蓿种植，提升粗饲料利用效
率。规模决定效益。要发展规模养
殖，优化生产系统，升级改造设备，

加快智慧牧场建设。这 3项内容的
目的都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实
现节本增效。

优化产品。面对漂洋过海、长途
跋涉的国外液态奶，我国液态奶的优
势是鲜。要稳住液态奶基本盘，打好
新鲜牌，瞄准大众最普遍的需求，坚
持平价普惠。国外奶类消费以干乳
制品为主，我国则大不同。要拓展干
乳制品新领域，提高国产奶酪产出率
和副产品利用率，把干乳制品融入中
式餐饮。新一代消费群体日益注重
品质。要从消费者的健康关切出发，
发力乳品精准健康与功能性产品研
发，满足个性化需求。

创新机制。针对这些年奶荒奶
剩交替出现的现象，不妨借鉴 2021
年推出的以能繁母猪为关键指标的
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探索建立以奶
牛存栏为关键指标的奶业产能调控
机制。综合研判生产和消费走势，
科学确定存栏量合理区间，适时发
布预警，择机启动分类干预措施，从
而减少产业波动。要引导行业一体
发展，推动乳企和奶农建立更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生鲜乳购销
合同签订与履行，形成公平合理的
利益分配格局。

乔金亮

重视奶业发展面临的阶段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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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奶业面临阶段性困难，养殖场户面临阶段性过剩导致的价

格下行和亏损，乳品企业面临消费不振与大规模喷粉的困扰。有专家表

示，奶业处于2008年以来最难的时刻。日前，中国奶业协会发布奶业高

质量发展“一揽子”措施，包括《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体系》《中国

乳制品消费扩容提质指导意见》《中国奶牛种业战略发展意见》，顺应了行

业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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