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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注少些套路、多些真诚
□ 何勇海

日前，《食品标识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规定：食品标识中不

能使用“不添加”“零添加”“不含

有”或类似字样。（8月12日《北

京青年报》）

食品企业标注“零添加”意

在误导消费者它们没有任何添

加剂。实际上，宣称“零添加”分

两种情况：一种是允许添加而不

添加，这基本是一句空话，在工

业化生产时代，经过企业加工的

预包装食品，几乎找不到不含食

品添加剂的产品，加了一些添加

剂才能保存很久不变质，而宣称

“零添加”就是想忽悠消费者；另

一种只是未添加非法添加剂（如

三聚氰胺、一滴香、肉中宝等），

在这种情况下宣称“零添加”，就纯粹

是一种噱头而已，非法添加剂本就不

应该出现在食品里。

胡乱标注“零添加”，也是在助推

公众将食品添加剂“妖魔化”。按照食

品安全法的定义，食品添加剂是指为

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

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

中的人工合成或天然物质。食品添加

剂并非不能用，而是不能滥用，即不能

超量、超范围使用，只要使用适量合

法，在安全范围内，就不会给食用者健

康带来危害。在不少人将食品添加剂

和非法添加剂混为一谈的情况下，胡

乱标注“零添加”一旦成风，消费者就

会认为食品添加剂是有害的。这是在

间接制造市场混乱，对没有标注“零添

加”的食品，显然不公平。

可以说，市场监管总局拟禁止食

品标注“零添加”，既是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对消费者负责的需要，也是

进一步科普添加剂常识的需要。有

网友就表示，“关于食品零添加剂，

原来我们被骗了很多年”；还是维护

食品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有助于规

范和约束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禁

止食品标注“零添加”等管理办法一

旦正式通过，期待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通过加强执法检查等实质性管控措

施，真正刹住胡乱标注的不正之风，

让食品包装乃至整个食品市场少些

套路、多些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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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的“移石造景”得叫停了
□ 钱夙伟

景区公园常有奇石“迎宾”、园林绿地动辄

巨石“压镇”……近年来，部分地方在城乡建设

中热衷花重金“移石造景”引发关注。记者调查

发现，“移石造景”所用的景观石大多由政府采

购，价格畸高，有的一块石头数万元，高的逾百

万元。这类工程同时还助推一些地方在河道无

序取石，在山中乱采滥挖，破坏生态环境。（8月

12日新华社）

事实上，城市景观建设中的大量“移石造

景”，早已是普遍现象，近年来，“巨石”当然越来

越“巨”，价格随之越来越贵，以至于“高的逾百

万元”，也并非鲜见。

不仅如此，“移石造景”更必然意味着生态

的破坏。据常识就可知道，挖动一块巨石，周边

很大范围内，乃至在将巨石运走的沿途的植被，

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损毁，巨石之下的山体因此

松动，也将很难复原。由此造成水土流失，对生

态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

显然，对于巨石所在地的村民来说，巨石

与连为一体的周边环境，是子孙万代的福祉所

在。巨石固然可以换来眼前的巨大收益，但巨

石进城后，生态遭到破坏，村民的安居乐业必

然无所依存。实际上，包括巨石在内的“原生

态景观”，于乡村发展、村民致富的价值，更是

无价的资源。在旅游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之一的背景之下，乡村原生态的旅游，更

显朝阳之势，成为农民致富黄金产业的背景之

下，急功近利地卖给城里，还是依托“原生态景

观”，发展乡村旅游，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而且，这些石头景观是当地领导热衷的“形

象工程”，大都由财政出资采购，投入不菲。不

仅增加了当地财政负担，由于石头市场“水”很

深，价格标准不透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容易滋

生腐败。近年来，多地出现干部利用或插手政

府采购景观石项目牟利的案件。因此，无序的

“移石造景”必须叫停。至于其中“借石牟利”的

腐败行为，还必须彻查到底，依法追究。

“每天清运

的居民厨余垃圾

中，剩菜剩饭浪

费的现象还是比

较普遍。”北京市

朝阳区环境卫生

服务中心第二清

洁车辆场餐厨清

运 班 长 胡 富 祥

说，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居家用餐多

了，有些人把做饭当成一种消遣，很

多饭菜做出来只拍几张照片，吃不了

几口就被丢掉了，实在是太浪费。（8

月12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我国“舌尖上的浪费”现

象，确实有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

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

遏制。但是，在一些地方餐饮业的餐

厅，以及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浪费现象

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

比如，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

家有来客，或亲朋聚会等，许多家庭都

会做上一大桌丰盛的酒菜。最后大部

分吃剩下的，有的直接倒进垃圾桶，有

的放冰箱，结果放了几天，还是都倒

了，这就是爱面子、讲排场造成的浪

费。还有，有的家庭日常用餐，不管家

人食量大小和口味差异，总是买超量

食材，结果因烧得味道不好，或总量过

多等，常常会吃不了而倒掉。

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尽管目前

我国家庭成员外出就餐的次数有所

增多，但在家里吃饭仍是绝大多数人

的生活常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

止“舌尖上的浪费”，重点在家庭餐桌

上。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更要

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我们不要把自

己当除数，而要当乘数。每人节约或

浪费一小点，若乘 14 亿，就是一个惊

人的大数字。

笔者以为，我们鼓励适度消费，

反对浪费，这不是小气。俗话说，“人

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同样道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虽然

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富裕了，可家

庭用餐仍然要根据家人实际情况，按

需按量准备，既要家人营养均衡，又

要尽量少剩饭、少剩菜。这不仅仅是

节约几个钱，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优秀品德。

制止“舌尖上的浪费”，需要我们

每个人从自我做起。营造“文明用

餐、崇尚节俭”的良好氛围，需要我们

每个家庭从自家的一日三餐开始。

国务院：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
重大民生问题基本解决

今年初，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2019

年底全国未摘帽的 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

过 1000 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10%的共 1113 个村

开展挂牌督战。昨天，国务院扶贫办介绍最新进

展。截至今年7月底，52个挂牌县解决了15.6万

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和医

疗卫生保障方面的问题。有285万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是去年52个县外出务工规模的112%，比

全国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7个百分点。

@央视财经

赖床有个合理时间：15分钟
加利福尼亚大学睡眠专家马修·沃克表示，

人休息时心脏也处于休息状态，心跳、收缩力、

排血量下降。如果总赖床且赖床时间太久，反

而会破坏心脏休息和运动规律。有赖床习惯的

人可以试试在床上躺 15 分钟，有助人体恢复正

常生理活动，还可以在床上做深呼吸、伸懒腰、

活动一下关节。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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