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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中国青年报
看加拿大如何面对食品安全危机

话题：不久前，由于受到李氏杆菌的污染，
加拿大枫叶食品厂所生产的熟肉制品在全国
范围内引发大规模病患和恐慌。然而，恐慌来
得急去得也快。危机迅速消解的背后，是各方
面迅速、有效的应对。

观点：事件的始作俑者枫叶食品厂，未等
官方通报发出即开始关闭相关厂房和召回相
关产品，随后又陆续召回若干批未受污染但已
在消费者中引发恐慌的肉类产品。

不仅如此，一些并未被点名的、间接使用
枫叶产品的厂家，也主动站出来承认并召回相
关产品。食品检验局、枫叶食品厂等网站上可
以查询到这次事件的详细信息。

加拿大如此迅速的食品安全危机应对背
后，是完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和保证。法律明
文规定了检疫、信息公开、召回等制度，如果因
某个环节不履行义务而产生公共健康或社会
问题，则必将受到严厉惩处。

及时应对和公开信息，是处理食品安全危
机的不二法门，加拿大面对“枫叶事件”的反
应，应能给许多人以有益的启示。

“国家免检制度”诞生于2000年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总局的一次例行局务会议上，既没有
向社会征求意见，也没有履行任何程序，一次
简单的会议就炮制了一个“制度”。

国家免检制度本身缺陷太多。一是门槛
低：按规定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就可确定
为免检产品。二是完全靠企业自觉：一旦获得免
检称号，其产品在三年内免于各种形式的检查。
三是处罚软弱；发生质量事故，只是视情节责令生
产企业限期整改、停止使用免检标志、收回免检证

书、予以公告，并依法追究企业的产品质量责任。
所以说，现行的国家免检制度，弊远远大

于利，先天性的缺陷难以避免地使它成为个别
企业掺杂使假的“挡箭牌”，甚至有可能为权力
寻租制造空间。

笔者觉得，国家质检总局仅叫停食品类生
产企业国家免检，还远远不够。譬如，与老百
姓生命休戚相关的药品领域，国家免检产品同
样是丑闻不断。因此，只有让国家免检制度寿
终正寝，我国的食品、药品以及其他产品的质
量，才有可能步入正规化。 吴睿鸫

国家质检总局9月17日公布称，来自18
个国家和地区的脱脂奶粉、全脂奶粉、乳清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乳及乳制品共224个样品
的检测，尚未检出三聚氰胺。为什么国外企业
不敢违法使用三聚氰胺呢？无非是制度完善，
管理有力，责任明确，监督到位，查处严厉。企

业承担不起违法生产的责任与成本。
当前，国内食品生产管理存在着很多问题，而

这些问题并不是取消“国家免检”就能够解决的。
如果不能从体制制度上规范，不解决多头管理、查
处软弱和食品安全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仅仅叫停

“国家免检”，是难以保证食品安全的。 艾才琴

就初衷而言，“国家免检”制度不能说不美
好，一则可以避免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二
则可以扶优扶强，引导消费。然而，理想与现
实之间的距离，总是判若鸿沟。

“国家免检”存在经年，制造了一个辽阔的
监管真空地带。从本义上讲，“国家免检”制度
本身并无原罪。它今天之所以会成为无良企
业的通行证、公共安全的墓志铭，究其根本正

在于诚信土壤的贫瘠。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
曾提出“底线失守”的概念，亦即一个社会赖以
良好运转的基础秩序遭到破坏，我们自认的那
些不言自明的东西丧失了集体的信仰，任何植
入其中的制度哪怕再美好，也难免不被别有用
心者所滥用和扭曲。“国家免检”就是如此。

因此，我们要说，涵养诚信土壤比废黜“国
家免检”更重要。 张若渔

国家质检总局17日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所有食品类生
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检产品资格，相关企业要立即停止其国家免检资
格的相关宣传活动，其生产的产品和印制在包装上已使用的国家免检
标志不再有效。

放心食品
要靠制度加良心

——三全食品董事长陈泽民

免检并不是不检，而是企业自检，
质监部门认可。三全的实验室是国家
级的，虽然三全的产品都是免检产品，
但是，我们的每批产品都经过了认真
检查，且有检查记录。国家叫停食品
类免检举措出台之后，企业以前印的
国家免检标志不会收回，只是不再进
行宣传。

三全的宗旨是“放心加放心 ,制
度加良心”。虽然行业不同 ,但三鹿
婴幼儿奶粉事件出来后，我们会举
一反三 ,对全过程加强检测。食品
生产企业作为食品质量的第一责
任人，思想上一定要重视，龙头企
业更应担更大责任。

如何检测
有待进一步举措出台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人士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停
止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
检产品资格，这意味着，今后质量部门
的担子更重，工作量更大。但是如何
检测，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举措出台。

晚报记者 徐刚领

看一看国家免检制度的前世今生

涵养诚信土壤比废黜“国家免检”更重要

[ 商家、监管部门评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