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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3

不少市民谈“剂”色变，销售商挺无奈

食品添加剂零售缩水近三成
本报 4 月 26 日讯(记者 张浩 李涛)近来，食

品添加剂安全使用问题成为市民关注热点。 26

日，记者走访潍坊食品添加剂市场发现，目前大宗

批发交易量影响不大，而部分店铺零售交易量减少

近三分之一。

26 日上午，记者来到南下河市场北门附近的

一家食品添加剂店，十几平米营业面积的店铺内，

两边货架上摆满了各种食品添加剂，前来选购的顾

客不多。“影响自然会有的”，店铺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从国家开始严厉打击违法添加食品添加剂行

为后，散客减了不少，从日常销售上能明显地感觉

出来。

这位店主告诉记者，他的商品大多卖给一些食

品生产厂家，一般不接受普通市民少量购买，因为

一般市民不知道食品添加剂安全用量，存在误区，

也会出问题。他告诉记者，像之前出事的苏丹红、

三聚氰胺、瘦肉精，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苏丹红和

三聚氰胺属化工原料、瘦肉精则是牲畜饲料添加

剂，跟食品添加剂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食品添加

剂已经使用到行业各个领域，到超市里走一圈，几

乎所有的食品成分里都会有一种或几种食品添加

剂。

随后，记者来到火车站铁路桥以南的仓南街路

段，在不到 100 米的道路两侧就有 8 家销售食品添

加剂的店铺，店铺大都在十几平米左右，销售内容

也很相似：猪肉膏、羊肉膏、牛肉膏，各种香精和

奶茶配料等等。

华远食品添加剂销售店的宋先生告诉记者，近

来食品添加剂零售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一些规

模较大食品公司的订单量则没有太大的变化。食品

公司都有检测设备，对于食品添加剂都有严格的使

用要求，添加到食品中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宋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不少市民都对食品添

加剂存在理解误区。食品添加剂是符合国家规定生

产的，出问题的原因，大多是食品制作中使用了违

法添加物，但普通市民往往会把问题全部归咎食品

添加剂。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对人身体都会有影响，

关键是一个量的问题，只要根据使用说明按剂量使

用，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本报 4 月 26 日讯(记者 李涛

张浩)面对“食品添加剂风波”，各高校

纷纷出招给学生餐饮安全把关：除了
引进农药残留检测仪应对“农残”，租

地种菜，自制豆腐、豆芽，有的学校甚

至已着手创办面粉加工厂，自产自销。

26 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膳食服

务中心刘光合主任告诉记者，学校已

经成立了豆制品自制加工间，做豆腐、

生豆芽。目前大部分蔬菜还需要从市
场上购买，但采购的蔬菜都要经过农

药残留检测设备检测，达标后才能上

餐桌。刘主任说，学校预留了 11 亩土

地，准备种植菠菜、土豆等时令蔬菜。

下一步，学校还要建设面粉厂，自产自

销。记者得知，该学校的校办面粉厂现
在已进入筹建阶段。

潍坊学院则租种了 100 亩土地，

专门种植黄瓜、西红柿、土豆、茄子等

大路蔬菜，供应学校食堂。饮食服务中

心主任张延河告诉记者，土地是学校

租种的，工作人员还是当地农民。为了
保证蔬菜质量，种植哪些蔬菜都要由

学校说了算，所有的蔬菜必须是绿色

无公害。张延河说，建立这样一个蔬菜
基地，既降低了蔬菜价格，又保证了蔬

菜的质量和卫生安全，吃自己的菜，最

大的好处是安全放心。

与潍坊学院、潍坊医学院等学校

食堂自己经营不同的是，山东经贸职

业学院食堂则对外承包。学校实行招

标制度，统一采购原材料，对于肉类、

禽蛋等物品则实行定点采购，形成责

任问责制。学校要求蔬菜类剩菜当天

必须清理掉，肉食和海鲜要及时冷藏，

第二天售卖时必须进行加热。学校还

为餐厅工作人员建立员工档案，邀请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和食品药品监督局

工作人员不定期进行检查、讲座。

租地种菜、自制豆芽、开办面粉厂

应对添加剂，高校自建食堂“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