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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皇帝的“小蘑菇”
上接B01版

快速反应的北京市工商局

有人把注意力顺势转移到
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说法上。

北京市工商局的反应很快，

12月1日，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把在
13家超市、市场抽取的132个样本

进行检测后的结果公之于众，

“有3个样本检出荧光增白物质，

合格率为97.73%。”

他们的检测像是一次例行

的食品检测，并没有说明这是

专门针对张皓的实验结果做出

的反驳。

于是两组不同数据被放置

在一起，一边是大部分合格，一
边是存在很多问题。

在一种气愤的状态下，中

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

主任何兵以公共决策研究中心

的名义给北京市工商局发函要
求信息公开，公开其对蘑菇进

行检测的相关信息。

“童言无欺，就好比安徒生

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大

人都不敢说真话，只有小孩子

敢说真话。”何兵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

几天后，北京市工商局很客

气地给该中心做了电话回复，但
没有说明自己的检测结果为何与

张皓的实验结论冲突。公共决策

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晶说，对方

称书面的答复要上报领导审批后

才会邮寄到中心，“不过会不会就
信息公开函中的问题一一解释就
不知道了。”

王晶说研究中心会继续盯

着这件事情的发展。与此同时，

北京市蘑菇市场的风声突然变

紧了，不少卖漂白蘑菇的开始
有所收敛。

何兵非要自己找蘑菇来检测

何兵坚持自己去市场取样

并找检测机构检测，其间王娜

婉拒了他要求张皓和其指导老

师来一起帮忙的请求。

只剩下中国政法大学公共

决策研究中心在推动整个事情
的发展。何兵宁愿职能部门能

够善意地去看待监督，而不是
把监督当作自己的对立面，他

觉得公共决策研究中心这么做

并非是故意去找茬儿，而确实
是在支持工商局的工作。

12月8日，何兵让自己的学

生分别在海淀、朝阳、东城、宣

武、丰台、昌平六区的17个超市
和市场购买来各种鲜食用菌，

拿去送检。

整个事情固然还纠结于工

商局的数据和张皓的结论孰是
孰非，何兵说要弄明白北京市

场上的食品到底安全不安全，

他要让政府去重视市民的饭桌

子、菜篮子。

样品被送到了农业部都市
农业(北方)重点开放实验室，在

这儿检测将耗时 1 个月左右，

而作为非法定检测机构，该实
验室尚不能确定是否能接受这

种委托检测，还需要请示领导。

购来的蘑菇样品同样被送到了

工商系统的北京市食品安全监

控中心，但工商局的相关人员

表示，食品检测有其法定程序，

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抽样、检测

等，而如果不是按照规定抽取

的食品样本，就不能检测，检测

了也没有法律效力。

何兵则执拗地坚持一定要
用学生购买的蘑菇作为检测样

本。

崔永元也加入了“围观”

问题终究还是没有得到解

决，疑惑依然存在，北京市工商

局再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崔永元在微博上说：“假蜂

胶侵入市场，假广告无孔不入，

假保值工艺品蒙骗百姓，假医
生满电台胡喷。阜外一小的张

皓同学，你能和同学课外时间

出手管管吗？因为有关部门实
在是管不了。求求你们了！”

大多数围观者像崔永元一
样去选择一边倒地支持张皓，

有人再度调侃：“凡是政府出

来辟谣，那都是真的。”而他

们至今没看到工商局积极的努

力。

崔永元开始不留情面地

说：“建议张皓同学任北京蘑菇

质监局局长，他所在的六年级

接管北京蘑菇质监局，一定会

查出更多的问题。孩子的视力

好，看事看得清楚。希望此建议

能得到93%网友的支持！”

不过这件事的影响并不总

是消极的，真相到底掌握在谁

的手里，是工商局还是小张皓？

在某种语境下，答案已经变得

不再重要，民众开始形成自己

的独立判断，他们中有人说：

“用三聚氰胺和苏丹红炼出的

慧眼，怎么能识别不出未经‘加

工’过的天然蘑菇？”

很快，有人给出了辨别蘑

菇是否被漂白的诀窍：“一闻二

看三摸”，即漂白过的蘑菇气味

偏重，如果闻出除清香外的气

味，就不要购买，正常蘑菇还会

有褐色斑点，如果漂白就会把

斑点漂没了，而且漂白过的蘑

菇摸上去有水感，正常蘑菇摸

起来要相对干燥、生涩一些。也
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尽量买

小蘑菇，因为菌褶少的蘑菇吸

水量少，图利者往往不会去漂

白小蘑菇。还有人则庆幸漂白

蘑菇再次论证了“色泽过于鲜
艳的食品不能购买”的生活经。

而有人就干脆调侃，以后去市
场买蘑菇的时候得带着便携验

钞机，一个个去照了。

更有好事者直接买来了荧

光增白剂，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展

示黑黢黢的蘑菇被漂白的全过

程。而这种增白剂是随处都可以
买到的。

荧光增白剂，再一次触动了

国人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一夜
之间，似乎又要进行一场食品安

全的保卫战。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张皓实
验的本意，被采访和不间断的

电话打乱了正常生活的张皓的

指导老师刘建华很无奈：“我们

根本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实验，

会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关注。”

全国范围内真的已经开始
对蘑菇进行检测，而在杭州、四

川、南京等地，“如人所愿”，都发

现了漂白蘑菇。

有人选择继续围观等待北

京市工商局站出来解释，他们相
信自己的经验：“漂白蘑菇谁都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可能不被

检测出来。”

而他们更充分的理由是：

“连小孩子都能查出来的，政府

部门不可能查不出来。”

而有网友则更加冷静地看

到了成人世界的复杂，“或许是
有人在利用国人对食品安全的

敏感恶意炒作食用菌”，“希望能

尽快检测，还食用菌一个清白，

省得混战一场，受苦的还是广大

菇农这一弱势群体。”

星星之火撩起的

检测蘑菇热潮

张皓在实验

室做实验。

（电视截图）

一切只是为了小蘑菇吗？

一切都刚刚开始，在何兵

看来，政府有很多信息应该公

开，往后他有可能会成立一个

“透明政府研究和促进中心”，

专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而政

府公开信息也并非是知道什么

就说什么，就像这次北京市工

商局的做法，他们原本应该解

释民众的疑惑却没有。

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开始转

向了政府公信力和公民意识的

问题上。

何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以前类似这样的事件中，

政府的做法不是先找原因，而

是先掩盖事实。例如三聚氰胺

事件，一直说安全、安全，让大

家放心喝，结果出现问题的企

业一连串。如果我参与这个调

查，我也相信那个小学生。”

政府应该努力把市民的疑

惑解释清楚。何兵说，就像北京
的空气，官方消息发布北京只是
受到轻度污染，但老百姓看到的

并不是这样，这时官方就应该公

开污染标准、检测地点等细节信

息，让老百姓更明白，而不是面

对着一串数据更迷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