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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一起又一起的不法现象被曝光，催促行业加速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热点 话题

□评论员 任思凝

瞭望塔

溢价超40倍
谁在为造假老酒“保驾护航”？

生产日期是伪造的，颜色是
调出来的，敢想象吗，你正在喝
的一瓶价格数百元的老酒，可能
从内到外都是假的，而成本不过
几十元一箱的产品，建议零售价
竟标到899元，溢价超过40倍。

据央视财经调查，贵州仁怀
一款在市场上宣称“12年至18年
坤沙”的洞藏酒，看似颇具年代
感的酒坛里，实际装的是“串酒”
和“碎沙酒”经过“五五开”掺成
的劣质酒。

工作人员只需在新酒中加
入几滴调色酒，就可以瞬间将一
杯新酒调出老酒的颜色，年份的
长短，完全取决于加入调色酒的
多少。

简单来说，坤沙酒品质最
高、成本最贵，是用完整颗粒的
高粱酿造；碎沙酒生产周期短、
出酒率高，以粉碎的高粱为原
料；串酒顾名思义就是让酒精

“串”过废弃酒糟带点粮香味，是
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操作方式。

根本没有陈年价值，“12 年
至18年”“数十米洞藏”等营销概
念实际就是用噱头来掩人耳目。

以次充好、虚构场景及窖藏
历史，以品质与成本的断崖式下
跌，实现对利益的无底线追逐。
部分厂家的铤而走险，严重违背
商业道德，给消费者带来不可预

估的损害。
在调查中，还发现为牟取暴

利，一些商家常将低价的碎沙酒
甚至酒精酒冒充坤沙酒售卖。
尽管酒厂本身不直接售卖陈年
老酒，却为下游经销商提供“定
制化”服务——装什么酒、标注
什么年份，全由经销商说了算。

当从业人员对乱象熟视无
睹，当诚信缺失成为行业潜规
则，酒业发展的根基何在？

酱香型白酒新国标今年6月
1 日刚刚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
得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或
许因为生产工艺复杂、品质鉴定
专业性强等因素容易存在品质

漏洞，但仁怀作为酱酒核心产
区，相关部门是否存在监管滞后
与地方保护？

劣币驱逐良币，久而久之优
秀者可能也会被淘汰，一起又一起
的不法现象被曝光，催促着白酒行
业加速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加大
抽查力度，提高违规成本，让不法
厂家及商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酱香的灵魂不仅是舌尖的
风味，更是时间的淬炼与风土的
馈赠，这也是中国白酒之所以经
典的内核所在。唯有以法律重
拳出击，才能斩断寄生在传统酿
造上的灰色链条。
评论员 王亚平

澎湃新闻：
“宠物”专业来了
因应市场需求就是好专业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在本科招生宣讲中，介绍了新开设的全
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引起广泛关注。

“宠物”专业之所以出现，毫无疑问和
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产业有关。2024年中
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近
10年复合增长率11.9%，全国目前注册的
宠物相关企业已超50万家。这意味着，宠
物已经成了当代社会图景中无法忽视的
一块拼图，宠物产业、宠物经济方兴未
艾。今年5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公示了拟新增的42个工种，其中“服务
犬驯养师”作为“宠物驯导师”下的新工种
正式入编。而大学适时设置“动物科学
（伴侣动物）”专业，也是一种与市场的积
极互动。近些年，引发社会关注的专业设
置还有很多。比如电子竞技与管理、马术
运动与管理、婚姻服务与管理，甚至“小龙
虾烹饪”都成了一个专业。这些专业“名
头”看着都不是那么显赫，没有“人工智
能”“大数据”这些热门专业名气大，却都
能满足细分市场的人才需求。

北京青年报：
“学步鞋”收割套路
该如何破解

据《半月谈》报道，“孩子穿上这双
鞋，学走路能少摔跤！”当前，童鞋市场热
炒“机能鞋”“学步鞋”。商家宣称，一双

“科技含量十足”的专业“学步鞋”能“减
少摔跤”“矫正步态”，这让不少家长甘愿
为之买单。动辄数百元的“学步鞋”何以
备受家长青睐？这类热销产品到底是

“玩概念”还是“真实用”？
对此，应从多个角度遏制“学步鞋”

营销乱象：一是要完善国家标准，以规范
商家行为、指导消费者选购。二是期待
从医学科学上论证“学步鞋”功能。三是
对童鞋虚假功能宣传进行依法处理。专
家建议专业机构通过评估检测、“医育结
合”缓解家长焦虑心态；通过科普养育知
识帮助家长理解儿童发育的个体差异和
自然规律。家长只有主动通过正规渠道
学习相关科学知识，才能抵御商家虚假
宣传。坦率说，治理“学步鞋”营销乱象
的基础是，在医学上进行研究论证，在国
标中作出明确规定。

北京晚报：
职业弹幕人不能再放烟幕弹

7天暴瘦10斤、喝酒夜宵也能瘦……
网络直播间不时出现的这些弹幕，让不
少消费者信以为真。据本报报道，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查办了全国市场
监管领域直播电商职业弹幕人的首例案
件，对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出 10
万元罚单。

所谓职业弹幕人，是指操控虚假账
号或雇用水军，在直播间批量发布预设
话术、虚构产品功效和用户好评的黑灰
产从业者。职业弹幕人不当引导消费的
行为，早已触犯《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网
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一些企业
依旧利欲熏心，职业弹幕人依旧信口开
河，说明直播间这一乱象没有得到根本
遏制。北京查办职业弹幕人首例案件，
是对所有违规雇用捧哏的电商的警告。
电商需要听得懂监管部门的敲打，平台、
职能部门也应进一步针对刷榜、刷单等
行为，持续完善升级实时反作弊系统，让
虚假弹幕无法轻易弹出。

公示添加剂
让后厨的“科技与狠活”无所遁形

近日，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了《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
公示指引》（以下简称《指引》），鼓励
湖北全省餐馆、奶茶店、火锅店等餐
饮服务单位明明白白公示食品添加
剂使用情况，包括名称、功能、用量
及风险提示，最好支持扫码查询。（6
月23日《湖北日报》）

食品添加剂并非“洪水猛兽”，
它在现代食品工业中起着重要作
用。比如，防腐剂能防止食品因微
生物滋生而变质，延长食品货架期；
增味剂能提升食品口感，让食物更
加美味；着色剂则能赋予食品诱人
色泽，增进消费者食欲。

然而，一直以来，餐饮服务单位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超范围、超剂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使用非食
用物质冒充食品添加剂。这严重扰
乱了市场秩序，也让消费者谈“添”
色变。

湖北发布《指引》，可谓正当其
时。以往，消费者走进饭店、奶茶店
等餐饮服务单位，面对菜单上的菜
品、饮品，对其中是否添加了食品添
加剂、添加了哪些、用量是否安全，
往往一头雾水。

如今，《指引》明确，菜单上需要
直接标注“含增稠剂，每千克≤××g”
等字样；餐馆不能用术语忽悠消费
者，标注方法要通俗易懂等。在公
示方式上，餐馆也可借助电子化手
段，如通过“放心餐饮社会监督码”、
电子菜单、就餐区显示屏等渠道公
示，方便消费者扫码查询。

这一系列规定，剑指食品添加
剂监管短板，特别强调了公开性原
则，也是为了更好地遏制一些餐饮

企业违法滥用食品添加剂，保障消
费者饮食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湖北发布
的《指引》，虽然使用的表述是“鼓励
公示”，而非“强制公示”，但是，未来
将会形成公示效应——让更多餐饮
机构主动说明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
况，饭店里的那些菜品“入口即化”

“香气浓郁”之谜，也会揭晓答案：到
底是厨师技术高，还是用了“科技与
狠活”？本质上，《指引》是在倒逼餐
饮服务单位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

更深层面上，湖北发布《指引》，
是对国家 2025 年 2 月生效的新版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积极响
应。它让后厨的“科技与狠活”无所
遁形，有效消除了消费者对食品添
加剂的疑虑，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明
白、放心。

未来，期 待 各 地 能 学 习 借 鉴
《指引》，共同为食品安全装上“透
明阀”，全方位守护公众的“舌尖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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