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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
常态化才是根本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今年我市食品安
全工作将开展系列治理活动，除对
重点品种、重点场所等进行专项整
治外，还将对豆腐等传统作坊加大
执法力度，保障百姓餐桌上的食品
安全。（本报昨日A06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吃得放心，对百姓来讲，实在是“天
大的事”。

我市开展系列治理活动，从食
品添加剂治理到餐饮具消毒工艺
流程监管；从放心奶、放心肉、放心
菜、放心豆制品“四大放心”工程，
到启动放心主食、放心粮油活动，
涉及面广，措施到位，有利于排查
食品安全隐患，对不法分子是一种
威慑。

系列治理活动不仅要有，还要
下劲治、从严治。但说实话，“专
项”“集中”“加大”这些词儿，让人
不免有些担心：看来积累的问题确
实有，不然，何来“集中治理”……

对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绝对
不能放松。哪些食品在重点治理
范围内，哪些地方的食品经营容易
出问题，常态的监管就要跟到哪

里，而且要月月跟，天天跟，时时
跟。只有这样，才能让集中治理变
成“查缺补漏”，变成“二次保险”。

这些年，“瘦肉精”“染色馒头”
“毒豆芽”等一连串国内食品安全
事件，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不断
触痛公众的神经。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多是通过
民众反映、媒体曝光才进入公众
视野的，而通过正常监管渠道被发
现的并不多。换句话说，日常监管
机制在这些领域失灵了，至少没发
挥应有的作用。

应该说，关于食品安全问题，
法律法规是有的，监管措施也是有
的，但为啥没能做到“零纰漏”？究
其原因，主要是措施没执行到位，
流于形式了。

我们知道，食品监管是个系统
工程，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任何
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出事。但
是，正因为环节多，监管对象多，牵
涉的职能部门也多，就难免导致多
部门推诿扯皮，监管效率打折扣。

因此，如何理顺职能部门的职
责，制定长效问责机制，严把食品
源头及各个环节，让常态化监管发
挥“全天候”效用，值得思考。

从常识出发，别害了自己

议“想‘丑小鸭’变‘天鹅’您得
悠着点儿”（本报昨日A18版）

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21 世纪了，咱可以不必
顾忌这个，但爱美的女士和先生们，
有一点咱得想明白：万万不可让爱
美之心冲昏头脑，最后落得个伤身
又破财。

一个事实是，现在大量整形美容
产业，是由部分商业资本牟取暴利的
冲动催生的。许多美容机构笑容可
掬的“整形美容咨询师”，可能根本没
有医学背景。

不签合同，“手术前无需任何检
查”——平时看个小病咱还很谨慎
呢，这可能动刀子的事情，怎么敢啊？

让我们从常识出发：家家都说请
来“韩国专家”，“韩国专家”哪有那么
多？都说“这样的病例太多了，根本
没风险”，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因美
容而毁容的事情？

美容整形，还是慎之再慎吧！
（张国敏 涧西区居民）

这些柳树，不得不移栽吗

议“换了新家，它们也会过得好”
（本报27日A14版）

伊川县文化路上的柳树被挖了
出来，路旁商户既心疼，又不解。有
关部门解释，这些树将被妥善照料，
并将移栽到伊河景观水系两岸，文化
路将改种法桐。

有专业人员照料，被移栽的柳树
应该能成活。可我还是觉得，柳树在
路边好好地长了 20 多年了，估计对
市容市貌、商铺经营也没啥影响，为
啥现在要改种别的树呢？修剪、刨
树、移栽、种新树，需要费一番力气，
都会产生成本，这些能不能避免呢？

当然，也许因为客观原因，这些
树不得不挪。希望有关部门能将个
中缘由告诉附近居民、商户，让大家
明白，继而理解。

（吴磊 洛龙区人民检察院）
《洛阳晚报》，咱家的报；读报有

感，您来聊聊。所思所悟，痛处痒处，
精短为文，惠赐本报。稿件刊发，即
奉薄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