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华早态度02 版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董哲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4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五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早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江 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许平安 董 哲

顾问 |邓飞 方智平 李
凌
名誉社长 |李克炎
社长、总编辑 |江 单
常务副总编辑 |尹万塘
执行社长 |黄 浩
副社长 |李增勇 钱正
云 龚德贤
执行总编辑 |张华勇
副总编辑 |朱文强 张
存猛 周应文

采访中心
主任 |董 哲（兼）
编辑中心
主任 |罗 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张 颖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龙 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许平安（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
部 )
主任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黄 浩（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古 风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罗 文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黄开堂
副刊编辑中心 /《思想
者》编辑部
主任 |唐吉民
思想者电台
主编 |郭园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王 强
驻台北记者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贺友
驻加州记者 |黄 浩
驻开罗记者 |吴志刚强
驻莫斯科记者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尹志
强
驻堪培拉记者 |欧阳子

藕粉里面有没有藕，不难说清楚

　　老婆饼里面没有老
婆，夫妻肺片里面没有
夫妻，而今的藕粉里面
也没有藕了？
　　近日，打假人王海
发视频称，在旗舰店网
购周氏藕粉直接发往实
验室检测后，显示产品
没有藕的成分。与此同
时，在线下购买“周氏
纯藕粉”后，送往海关
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
示产品含有木薯粉，也
无藕的成分。对此，周
氏藕粉厂家回应称，产
品是有专业检测报告证

明藕粉含藕，职业打假
人送检的机构不一定正
规。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
代，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尤为重要。藕粉
作为一种传统滋补食
品，其原料的真实性是
消费者选择产品时的重
要考量因素。因此，这
场争议不仅涉及消费者
权益，更关乎食品安全
与诚信经营原则。
　　面对质疑，厂家没
有主动提供详尽的成分
说明，反而质疑相关检

测机构，这种回应方式
难免有“逃避问题”之
嫌。藕粉里面有没有藕，
不难说清楚，这要求厂
家提供权威证据来支持
其说法，而非转移话题、
模糊焦点。
　　从法律角度看，食
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
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保证
其食品安全，对食品的
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如果周氏藕粉确实不含
藕，那么这不仅是对消
费者的欺诈，更是对法
律法规的公然挑战。对

此，监管部门应迅速介
入，对产品进行严格检
测，并依法对违规行为
进行惩处。
　　这场藕粉成分争
议，也暴露出食品安全
监管的一些短板，还有
待完善补齐。对于这一
消费争议，厂家和监管
部门应努力为消费者提
供公正、透明的解决方
案。
　　厂家应提供确凿
证据来证明产品的真
实性，监管部门则应加
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

度，确保市场秩序的公
正与公平，消费者方能
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总之，在这场关于
藕粉成分的争议中，不
能让“自说自话”成为
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
真实、透明与公正。这
不仅是对消费者和法律
法规的尊重，更是对市
场秩序和商业道德的维
护。

■余明辉

救护车直播飙车，岂能甩锅“粉丝给的勇气”
　　6 月 30 日，深圳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侦查大
队发布情况通报。针对
网传 “一司机驾驶救护
车辆涉嫌交通违法”情
况，深圳交警部门高度
重视，迅速开展调查处
理工作。经查，6 月 29
日 12 时许，司机王某
某（男，38 岁）驾驶救
护车（车内无病人）在
深圳某高速公路行驶期
间，由副驾驶工作人员
用手机进行直播，并存
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
目前，司机王某某因追
逐正常行驶车辆、扰乱

行车秩序等违法行为已
被交警部门依法行政拘
留。（7 月 1 日光明网）
　　救护车不仅玩直
播，而且还直播飙车，
真是够荒唐的。
　　近年来，“直播”
之风盛行，各种“擦边”
直播、违反公德甚至违
法直播屡见不鲜。在各
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整顿
之下，跑偏的“直播风”
得有了一定程度的遏
制。
　　可是，谁承想，居
然有救护车也玩起了直
播。把“救护车”与“玩

直播”搭配起来，给人
以不伦不类之感。救护
车是以抢救生命为使命
的，岂能用来当作赚取
流量的噱头？
　　虽然涉事救护车上
没有病人，但也不能成
为司机“玩直播”的理
由，更不能成为其“直
播飙车”的借口。如果
救护车上有亟待抢救的
病人，救护车高速行驶
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既然救护车上没有病
人，就应该按照普通车
辆正常驾驶，岂能故意
违反交通规则飙车？这

难道不是对法律和他人
安全的蔑视吗？
　　据网传视频及媒体
报道，涉事司机称，“这
会儿车上又没有病人，
玩一下，粉丝说超他，
粉丝给我的勇气”。直
播飙车还说是“粉丝给
我的勇气”，也是让人
“醉了”。
　　虽然涉事救护车司
机已被交警部门依法行
拘，但该事件也暴露了
救护车管理乱象。今年
2 月，“急救人员拒绝
抬病人上救护车”事件
也曾引发关注。虽然这

些都只是个案，但都反
映出不少地方的救护车
管理存在职责不清、管
理不严的情况，亟待全
面整顿。
　　关于此事，有网友
指出：“现在救护车有
几个是医院的，都是外
包的。”无论涉事救护
车是医院的还是外包
的，涉事医院都必须负
起责任。有关部门也要
对涉事医院进行调查，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强化救护车管理。

■李蓬国

卸完煤制油装食用油，罐车混装敲响了食品安全警钟

　　5 月 21 日上午十点，
一辆罐车缓缓驶入河北
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
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
载三十多吨大豆油驶出
厂区。鲜为人知的是，
这辆满载食用大豆油的
罐车，三天前刚将一车
煤制油从宁夏运到河
北秦皇岛，卸完后并未
清洗储存罐，就直接来
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
输。（7 月 2 日《新京报》）
　　据记者深入追踪调
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
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
定，既承接糖浆、大豆
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
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
体。更令人诧异和震惊
的是，为了节省开支，
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

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
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
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
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
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
污染。
　　这种罐车混装现
象，会导致食用油被残
留的化工液体污染，不
仅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
的生命健康安全隐患，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切
身权益，也与现行法律
法规严重相悖。
　　《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三条明确规定，食
品生产经营者和非食品
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贮
存、运输和装卸的，“贮
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
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
安全、无害，保持清洁，

防止食品污染”。《食
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
范》也明确要求，运输
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
专用车辆，不得使用非
食用植物油罐车或容器
运输。装入油脂之前，
应认真检查运输容器是
否为专用容器以及容器
是否清洁、干燥。
　　这意味着，不管是
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是
非从事食用油的生产经
营者，只要从事罐车运
输，都必须做到专车专
用，不得将食品与有毒、
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
输，装入油脂之前，
要认真检查罐车是否清
洁、干燥。
　　而现实中，罐车运
输之所以混装不清洗，

能够成为“行业里公开
的秘密”，一方面，运
输企业利欲熏心，特别
是在运费逐步降低的大
背景下，不仅做不到专
车专用，许多罐车为了
节省经济成本，甚至连
罐体都不清洗。与此同
时，食用油厂家把关不
严，验罐流于形式，走
过场。
　　罐车混装乱象，无
疑敲响了食品安全警
钟。首先，将《运输规范》
由现在推荐性的国家标
准，变成强制性标准，
细化和明确食用油运输
的专用车辆要求、清洗
消毒标准以及违规行为
的处罚措施等，全面提
高《运输规范》权威性、
强制性以及执行力。

　　其次，强化对食用
油生产厂家的监管力
度，督促其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对罐
体是否清洁严格把关，
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
还应加强对罐车运输企
业的监管和指导，严格
执行《食品安全法》，
提高其违法成本，形成
有效的震慑，从而倒逼
罐车运输企业增强责任
意识和法律意识，有力
规范运输行为，确保运
输安全。
　　总而言之，从生产
到运输的多个环节和各
个链条，严守食品安全
底线，综合施策，共同
发力，才能切实保障公
众“舌尖上的安全”。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