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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陈杰）肉制品再一次被推
到了风口浪尖。最近，一则“超市不能再卖散
装肉馅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市民中广为流
传。由头是《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
理规范》在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征
求意见，而这个规范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
与消费者关系最为直接的规定，就是所谓散
装肉馅“禁售令”。虽然规范尚未正式出台并
执行，但记者这几天在沪上多家大型超市采
访了五十位消费者和超市工作人员后发现，
支持和有保留意见的竟然是“对半开”。

记者先找到《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
标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原文。这个规范
是去年 !!月 "#日公布的，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的截止时间是去年 !"月 "#日。即使截
止时间已过，讨论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散装肉馅的这个部分，正式的表述是“超
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
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购进的生鲜肉类
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
直接散装销售。禁止使用屠宰场废弃肉类，或
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感官性状异常的肉类
加工肉馅等生鲜肉品和肉制品。”可以看得

出，要点在于“预先加工”，而非“禁止销售”，
与市民中盛传的说法有点不同。

记者在近日走访沪上多家超市时看到，
肉馅、肉片、肉丝等成品肉在各大超市非常畅
销，尤其受到中老年消费者的欢迎，价格也比
生鲜肉便宜不少。同样是肉，为何肉馅等成品
会比生鲜肉便宜呢？

熟悉超市内部运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成品肉馅比生鲜肉便宜，主要在于肉的品
质不一样，这其中就有不少边角料或成色不
好的肉块加工而成。比如在一些超市，鲜肉分
类标价卖一天后，第二天全堆在一块卖，价格
会低点。到了第三天，所有零碎的边角料及成
色不好的肉块会被提前加工成肉馅。许多超
市规定，生肉只能卖三天，不少肉馅的原料是
用什么样的肉加工而成，就要打个大大的问

号了。
“因为存在多道加工环节，食品安全的不

确定因素比较多。”上海市食品协会专家委员
会主任马志英对征求意见的新规表示支持，
认为是对销售渠道的规范。
“不会吧，我经常在超市购买包装好的肉

馅回家包饺子吃，挺方便的。以后不能卖了
吗？”沪西地区一家大型超市生鲜柜台旁，市
民徐老伯在购买肉馅。他和老伴是这里的常
客。从他手里的肉馅包装上，记者看到，只有
包装日期和保质期。而柜台工作人员表示，之
所以价格便宜，就是因为肉馅的来源是“打统
账”的。“以后不能卖，或者只能把来源清楚的
生鲜肉现场加工成肉馅，那价格肯定会比现
在贵。”

北京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专家
阮光锋表示，一些临过期生鲜肉加工而成的
肉馅容易被细菌污染，存在安全隐患。《超市
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正式出
台后，超市不得将生鲜肉预先剁成肉馅，不得
擅改生产日期等规定，让个别超市生鲜领域
的“潜规则”无处藏身，避免冻肉硬充鲜肉卖、
变味碎肉做肉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有
效保障超市生鲜食品的安全，能让市民吃得
更放心。

“超市禁售散装肉馅”新规引热议
旨在防止!打统账"!搞花头"#消费者欢迎同时又担忧涨价

! ! ! !除了加工肉馅等产品的禁止性要求，“史
上最严”的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
规范还涉及到不能以包装日期代替生产日期，
生鲜食品产地标注应至少具体到县级，进口生
鲜食品、转基因生鲜食品的标签标注要用中文
显著标识，果蔬、水产品要分别标明收获、采摘
日期和起捕、出厂日期等。记者在走访各大超
市时发现，现行的生鲜食品标签标注五花八
门，离新规尚有一定的距离。

生产日期#打马虎眼$

根据《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
规范（征求意见稿）》，生鲜食品包装不得擅自
拆除或更换，标签标注内容不得伪造、涂改、遮
挡，不得以包装日期代替生产日期。显然，包装
日期和生产日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
且这两个概念又和食品的保质期息息相关，生
产日期是可以和保质期密切挂钩的，而包装日
期则存在混淆的隐患。

然而，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消费者最
为关注的“生产日期”一栏在多个超市的生鲜
食品标签上都显得非常模糊。绝大多数超市生
鲜食品的标签信息都设置有商品品名、产地、
等级、单价、重量等基础信息。部分超市还会在
商品标签上设置“备注”项，补充说明生鲜的储
藏条件，如建议常温还是冷藏等提示。相比之
下，比较关键的“生产日期”则显得讳莫如深。
不少超市生鲜标签则干脆直接不设与“生

产日前”相关的项目。少数超市在生鲜标签上
特意设置有“此日期前食用”、“生产（包装）日
期”项，但也多为空白项。此外，将生产日期直
接等同于包装日期、打印日期的也并不是个别
现象。中山公园附近某大型超市的肉类柜台工
作人员对记者说：“包装日期就是生产日期”。
至于新规规定的“果蔬的生产日期应标注

为收获采摘日期，水产品的生产日期为起捕日
期或出厂日期”，大多数超市都基本没有做到。

产地标注过于模糊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生鲜食品的产地绝

大多数能具体到省级行政区，少部分标注到地
市级行政区，但是鲜见标注到县级。而进口生
鲜商品普遍是具体到原产国家，细化到更具体
的行政区划几乎是难以见到。根据新规征求意
见稿，生鲜食品的产地标注应至少具体到县级
行政区划。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政府基层监
管和问责的需要。
记者在多家大型超市看到，水产品生鲜冷

柜，食品外包装上印有生产产地一般只是浙
江、福建等省名，有的甚至只用模糊的“东海”。
问起具体的水域，工作人员一般的回答都是
“不清楚”。

价格高昂的进口生鲜$其产地也一直是不
少消费者购买前关注的必要信息。现在沪上大
型超市进口生鲜柜台的标注格式，一般是用中
文标注生鲜食品的名称、原产国、等级、规格、
计价单位、单价。然而，按照新规征求意见稿要
求提供更具体的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
进口日期、保质期，做到的情况参差不齐。

本报记者 陈杰

现行标注五花八门#离新规尚有距离

超市生鲜食品
标签标注亟待规范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