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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省十几个地市反馈的数据来看，情况比我们预

想的要好得多。”昨天，邢云峰说，“由于各地市搜集数据

的速度有快慢，现在17个地市还没有完全上报，但截至目

前来看，还没有发现一起典型乱收费案例。”

记者查看了还未统计完全的数据，发现宣城有1例饭

店违规收费案例，亳州有2例，蚌埠即时处罚1例违规，安

庆、池州等地市和合肥一样，未发现违规。

“新规实施，其实也是给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安徽

省餐饮协会秘书长佘林明说，一个新规的推进必然会艰

难些，“至于选择更为低价却卫生堪忧的餐具，要靠餐饮

企业的自觉，更要靠相关部门的监管。”

昨天一大早，省城的操先生拨通了省工商局消保处

的电话：“不是说使用消毒餐具不准收费了吗？我昨天去

饭店吃饭，怎么还被收了1块钱的餐具费？”

操先生说，自己“六一”当天去一家饭店吃饭，饭店提

供了免费餐具和一次性消毒餐具让他选择使用，他选择

了包装好的消毒餐具。“当时就想反正现在一次性消毒餐

具已经不许收费了，加上消毒餐具用着放心些，就选了消

毒餐具使用。”可让操先生没想到的是，结账时账单上1元

餐具费还是赫然在列。

省工商局消保处处长邢云峰解释说，这就是市民因

为误读新规而产生的误解，以为一次性消毒餐具禁止收

使用费了。“我们禁止的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的收费。像操先生这样，在知情的

情况下选择一次性消毒餐具，餐馆收费并不违规。”

邢云峰告诉记者，餐馆必须提供符合卫生条件的免

费餐具供消费者使用，同时可告知有收费消毒餐具，如果

消费者选择收费的消毒餐具，被收费是合理的。

而把一次性消毒餐具的包装撕开，放在桌上“冒充”

传统餐具，待消费者用完餐后再露出“真容”要收费，这种

消费陷阱如今被明令禁止。事先未告知、在消费者使用

之后才声明收费的一次性湿巾，也在处罚范围之列。“说

白了，我们一直禁止的就是‘强制’消费，凡是侵犯消费者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不但要罚，还

要重重地罚。”邢云峰说。

消费者：为什么还被收消毒餐具费？

“工商局‘禁收令’下发这一个月，我们的客户流失了

两成。”合肥某消毒餐具有限公司的一位鲁姓负责人显

得有些沮丧。他告诉记者，5月份以来，他们原来的固定

客户中的一些小餐馆觉得成本5毛多的一次性消毒餐具

成本太高，转而选择小作坊式的消毒餐具企业，“有的小

作坊连消毒和包装设备都没有，价格虽然降下来了，但卫

生能保证吗？”

而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中小餐饮企业对于一

次性消毒餐具的未来也很迷茫，到底如何选择，他们也没

有答案。“饭店人手少，再雇个人专门来洗碗的话，水电

费、工资，加起来也不少；正规的一次性消毒餐具价格不

低，如果把这笔钱涨到菜价里，又怕客人以后不来了。”一

家小饭店的老板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而当被问及是否

会选择低价却不能保障卫生的餐具时，他没有回答。

企业：消毒餐具该何去何从

现状：全省范围内偶有“犯规”

知情使用消毒餐具仍收1元钱
省工商局：只对“强制”说不 消毒餐具该何去何从

记者 李皖婷

“工商局不是叫停收费了吗？怎么我去餐馆用一次性消毒餐具还是要付钱？”“餐饮企业因为‘禁止乱收’消毒餐

具费，转而选择价格低廉的小作坊产消毒餐具，我们这种正规消毒企业反而不吃香了。”“一次性消毒餐具‘禁收令’实

施两天来，总体情况良好，只有一些消费者因为误读新规仍有疑惑”……昨日是消毒餐具“禁收令”实施的第二天，除

了有部分企业偶尔犯规外，还有不少消费者误读了新规。

见到安徽警察，一口成都方言的田鹏报出了一个假名

字，并拿出身份证。

民警发现他的身份证是假的，同时又从其身上搜出一

张假军官证，最终，田鹏只得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田鹏告诉民警，案发时他19岁，当年逃出合肥后，在

新疆建筑工地打过工，在青海西宁种过蘑菇，在四川成都

茶馆里做过小工，现在在一家地下娱乐场打工。

在平时的生活中，看到警察和警车，他不是跑就是躲，

终日提心吊胆。

2005年，他认识了一个成都姑娘，现在他们的孩子已

经2岁多了。

6月1日凌晨，专案组将田鹏押解回合肥，在火车上，

民警不敢休息，田鹏却睡得很沉。他说，车上的这一觉是

他十三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1998年11月30日中午，在原蜀山建材厂内，田鹏和哥

哥田超因为琐事与同厂的两名同事发生纠纷。

在打斗过程中，田鹏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刺中其中一名

同事的心脏部位，还捅伤另一名同事的左腹部和左肩部。

作案后，哥俩立即逃离现场，而被田鹏刺中心脏的那

位同事因抢救无效死亡。

接到报警后，当时的高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和辖区派

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成立“1998·11·30”专案组，对

案件进行侦破。

1992年2月4日，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田超抓获

归案，但主要犯罪嫌疑人田鹏却仍在潜逃。

随后，警方将田鹏列为网上逃犯，展开追逃。

兄弟俩因琐事酿命案

专案组民警通过甄别、守候、走访群众，先后多次奔赴

江苏、浙江、上海、新疆、四川等多个省市。

2011年 5月 1日，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涡阳摸排走访

时获得一条重要线索，据一位老乡说，田鹏的亲属近期准

备去成都看一位亲戚。

通过13年的摸排走访，专案组民警对田鹏的亲属情

况了如指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亲戚在四川。

那么，其亲属去四川看望的会不会就是田鹏？

通过一系列侦查，5月16日，专案组终于掌握信息，田

鹏很可能就躲在四川成都。

专案组即刻赶往四川成都，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5月27日14时许，成功将田鹏抓获归案。

四川的亲戚是田鹏吗？

命案逃犯一逃就是13年，他说：

落网时火车上这一觉
是十三年来最踏实的

13 年前，在合肥打工的田鹏伙同哥哥将一名同事杀

死。之后，他踏上了亡命天涯路，在新疆搬过砖头、青海

种过蘑菇、四川打过工……

5月27日，当民警将田鹏抓获时，他已经一口成都口

音，还是一个2岁孩子的父亲。

在押解回合肥的火车上，田鹏睡得特别沉。

记者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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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时他已是2岁孩子的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