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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网红餐饮店”门前总是排着长队，外卖小哥
一到饭点就在大街小巷穿梭……2017年，网络餐
饮服务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塑料
紫菜”“挂面可燃”“西瓜打针”等谣言被做成短视
频“一次采集，N次分发”，让人真假难辨；一些食
品打上“擦边球”标签，诱导消费者购买。

如何保证“指尖上的美食”所见即所得？如何
让“舌尖上的谣言”不再骚扰我们的朋友圈？在日
前举行的2017年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
通会上，专家一一解答了一年来舌尖上的疑问。

网络外卖
新规出台，让我们的指尖美食更安全
【案例】点开手机APP，无数美食“闪瞎双眼”，

动动手指，外卖就会送上门来……我们的生活在
被外卖改变的同时，“外卖餐盒疑被污染”“无证餐
饮一条街竟成网络外卖大户”等事件频被曝出，令
人平添“舌尖上的焦虑”。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于201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规将有望
为外卖食品再添一道“安全锁”。

【解读】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网络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是国家对于网络
订餐安全的专门性规章，对于网络餐饮服务监管、
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入网餐饮商户和配送环节提
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网络平台应担起主体责任，利用好互联网技
术对网络餐饮进行有效监管。经营商家应从食品
安全技术的角度出发，查找网络餐饮加工环节风
险点，制定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入网经营商户要满
足资质合规、有实体店铺的要求，做到不委托加
工、不超范围经营，保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

“网红食品”
原是问题食品，却披着“网红”外衣

【案例】2017年8月，因含有国家管制药品成
分，广东公安部门对一款名为“咔哇潮饮”的网红饮
料进行了查处。无独有偶，被追捧的当红餐饮品牌

“一笼小确幸”，也因食品安全问题从各大餐饮平台
消失；热卖的“三只松鼠”一款开心果产品在国家抽
检中被检出霉菌超标，超出国家标准1.8倍。

【解读】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钟凯：“红”既带来红利，也是高危信号。网红食品
借助资本助推，其规模扩张速度超出想象，而规模
扩张也会将问题放大。例如“一笼小确幸”的细菌
污染、“三只松鼠”的霉菌超标，在小规模运行时或
许并不会被发觉。同时，“红”了之后的产能瓶颈可

能导致企业放松食品安全管理的水准，造成整个
供应链条失控。

网红食品不应成为创新的制约，但食品安全
的底线不能放松。对“网红食品”要有包容的心态，
鼓励其创新，同时也要加强监管，要保护消费者权
益，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对“擦边球”敲打警
告，不能允许“网红食品”游离在监管之外。

“阴性标签”
这类食品可能存在不良诱导嫌疑

【案例】在超市的食品货架前，到处可以看到标
注“不含……”的食品，有的零食标称“不含防腐剂”

“不含反式脂肪酸”，这样的零食吃着就更健康吗？
【解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

荷：合法的食品声称，是告诉消费者在标准的范围
内“我有什么”；违规的“阴性标签”，是在标准之
外，宣传“我没什么”。在国际上，以贬损同行为目
标，以声称“不含有XXX”为内容的标签，被称为

“阴性标签”。
现代食品生产过程离不开食品添加剂。在我

国的食品广告中，一些产品以宣称“不加防腐剂、
不加糖、不加食品添加剂”等进行宣传，将合规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污名化，或者打擦边球，具有不良
诱导的嫌疑，应尽快予以规范管理。

“冷饭热炒”
“挂面可燃”令人哭笑不得

【案例】2017 年有关面条可燃的报道时有发
生，报道中将“挂面可燃”的原因归结为“添加了塑
料”等非法物质，或使用了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
其实“挂面可燃”谣言属于典型的“冷饭热炒”型谣
言，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却时常被翻出来以讹传
讹、引发恐慌，成为动摇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的经
典谣言之一。

【解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教授沈群：东西可燃实际上有三个条件，一个是
可燃物，再一个要有氧气，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温
度。对于面条来讲，它是由面粉组成的，而面粉里
面含有淀粉和蛋白质，二者都是可燃的，因此用面
粉做出来的面条当然也就是可燃的。

虚假食品安全信息对企业、产业的发展造成
严重损害，建议加强对食品安全热点的舆情监测，
防范和治理网络谣言，对违反规定编造、散布虚假
食品安全信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行业组织及媒体也要加强食
品科普宣传，传播科学正能量，加强消费者自身识
谣、辨谣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我们舌尖上
的那些事儿

———专家解码四大—专家解码四大““舌尖关键词舌尖关键词””
新华社记者 陈聪

近日，众多游客来到北京市延庆区玉渡山冰雪世界体验冰雪
游乐活动。图为1月14日，游客在玉渡山观赏冰雪景观。

延庆区玉渡山位于燕山山脉海坨山脚下，玉渡山风景区利用
气温低、高山降雪和不冻山泉等自然优势打造了人工冰瀑、冰川等
冰雪景观，以及高山滑冰滑雪、雪地爬犁、雪圈等冰雪游客项目，每
天吸引各地游客超过1000人次。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燕山深处冰雪乐趣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14日电（记者刘懿德）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公安局日前打掉一个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
以外出务工人员为诈骗对象，通过“网恋”获得受害人信任后，编造
各种借口骗取钱财。目前，该团伙166名涉案人员已全部落网。

去年12月，包头市公安局陆续接到外省警方情况通报，称有受害
人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被骗取钱财，犯罪嫌疑人所在地指向包头市。公
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梳理出一个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1月11日凌
晨6时，230余名民警统一行动，一举捣毁该团伙的22个诈骗窝点。

经讯问，该团伙头目龙某某于 2017 年 2 月带领 3 名“业务骨
干”来到包头市，为在当地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做前期准备工作。同
年4月开始着手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据办案民警介绍，实际作案中，该团伙成员通过手机社交媒体
猎寻外地务工人员，以“网恋”手段取得受害人信任，再利用图片软
件制作生成假车票、假机票，然后以与受害人见面为借口索要票款，
进而再编造自己生病、家中遭遇重大变故等理由，进一步诈骗钱财。

据介绍，该团伙成员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基本由亲友
熟人介绍加入。新成员加入时需交“入伙费”，老成员每拉入一个新
成员有现金奖励，并可根据诈骗获利“业绩”由底层升级到管理层。

据初步统计，已有逾百名务工人员被骗，涉案金额达 110 万
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专骗外出务工人员

一个百人“网恋”诈骗团伙被打掉

据新华社重庆1月14日电（记者周闻韬）重庆保姆蒋某趁雇
主不备窃取其医保卡后交由汤某盗刷，骗刷医保卡金额逾20万
元。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
被告人汤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被告
人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汤某与受害人李某居住在同一栋楼，其与李
某保姆蒋某共谋，趁李某午睡之机，将其医保卡秘密窃取后交予汤
某，再由汤某冒用李某名义，在重庆大坪医院刷卡购买药物，随后
在当日将医保卡放回李某家中。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二被
告人采用上述方式，共骗刷医保卡金额共计212168.87元。2016年
11月，李某医保卡消费不正常的情况被医保部门在审核中发现，
警方确定汤某和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窃取雇主医保卡供他人冒用
重庆一保姆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