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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现场查获假盐240箱，总计假冒食盐逾35
吨，更有不明数量的假盐已售出……因使用工业用盐
伪造食用碘盐并进行售卖，石家庄市民曹某日前被依
法批准逮捕。

近几年来，广东、浙江、江苏、河南、山西接连曝出
假盐、毒盐大案，贵州甚至查出“牲畜用盐卖给人用”。记
者梳理发现，国内的假盐案件至少可以追溯至1994年，
层层监管为何难挡假盐泛滥？

假冒食盐35吨被查 专业包装外观真假难辨
今年4月12日，石家庄市公安局、石家庄市盐政管

理处联合侦破了一起工业盐冒充食用碘盐的案件，犯罪
嫌疑人曹某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逮捕。

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检察官秦昕介绍，曹某最开
始只是将从他处批发来的私盐，放在自己摊位上销售，
在尝到甜头后，专门从山东购置了成袋的工业用盐以及
印有“中盐河北盐业专营有限公司”“河北省著名商标”

“海晶”“绿色碘盐”等字样的包装袋、包装箱，更买来封
包机、打包机等工具。

根据公安机关对曹某的讯问，黑窝点已售的“食盐”
分为3种：第一种在包装上最接近群众常购买的食盐，
每箱32元、50小袋，而盐业公司出产的同规格食盐每箱
82元；第二种是每袋30斤的中包装，含10小袋，每小袋
3斤；第三种是每袋50斤的大包装，含10小袋，每袋5
元，出厂价仅为28.5元。

警方和盐政部门在现场搜查发现，半成品工业盐共
计13.5吨，成品包装盐多达240箱，合计查获假冒食用

盐35吨。这半年间，更有数量不明的假盐流向了普通市
民的餐桌。

业内人士指出，工业盐包括亚硝酸盐和含有亚硝酸
盐的工业氯化钠等，成人摄入0.2-0.5克亚硝酸盐即可
引发中毒，摄入3克即可致死。

利润高达十余倍 假盐流入17省市
记者梳理发现，有关假盐的案件报道至少可以追

溯到1994年。近3年各地公开报道的假盐刑事案件有
数百起，涉及至少17省市。其中，2015年江苏警方破
获的案件中有超过20000吨假盐流入北京、天津、山
东等地。为何近几年各地制售假劣食盐的违法犯罪不
断抬头、愈演愈烈？

——造假成本低，利润巨大。记者了解到，市场上工
业用盐每吨售价只要400元左右，劣质工业用盐的价格
更低，相比之下，食用盐每吨市场售价超过4000元。单
在石家庄工业用盐制假售假一案中，制售假盐每吨的利
润高达9倍，此前贵州曝出“牲畜用盐卖给人用”案件，
部分假劣食盐的利润可达20倍。

——制售门槛低，原料易得。秦昕介绍，制假分子在
破旧库房里对袋装的工业盐拆分后，先用塑料桶进行大
致称量，再用封包机和外观精美的“食用碘盐”包装袋进
行包装。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用于假冒食盐的主要是
精制工业盐、畜牧盐，也有用于饲料添加剂和印染助剂
的盐类。虽然工业盐由盐业公司统一管理经营，但购买
渠道畅通，很多化工商贸公司都有卖。

——多窝点多模式制假，呈现团伙化、规模化趋势。
在哈尔滨警方破获的案件中，嫌疑人拥有6个分散在多

处的制假、包装和仓储窝点。而在广州警方查获的案件
中，制假团伙采取“速战速决”的加工模式，收取订单当
天进货，深夜加工包装，即时出货，并且20多天就转换
一次制假窝点。

——产销“一条龙”，涉及地域广。在2015年涉及7
省市的特大以工业盐冒充食盐案中，涉案团伙不仅通过
传统的分销网络和互联网售卖，更勾结长途客运司机将
假盐销往外地。多起假盐案中，假盐整体包装条喷码、安
全标志一应俱全，除了袋侧的折印外，与正规食盐外观
无异，消费者几乎无法分辨。

22年难治假盐泛滥 监管漏洞亟待填补
业内人士指出，22年难堵假盐上餐桌的背后，是亟

待填补的监管漏洞。
据介绍，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用于生产饲料和养殖牲

畜，属农业部门主管，而根据《食盐专营办法》《食盐加碘
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的规定，畜牧盐又属食盐专
营的范畴。多头管理往往造成市场监管上的漏洞。

据石家庄盐业部门负责人介绍，除了多头管理，劣
质盐尤其容易脱离监管。“对于那些不宜食用的普通工
业盐，即不是以亚硝酸钠为主要成分、小剂量就能致死
的盐类，国家对其管理更为‘宽松’，多数流向了农村、乡
镇地区的市场。”

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将于
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取消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只能销
售给指定批发企业的规定、取消对小工业盐及盐产品进
入市场的各类限制，放开盐产品市场和价格等，这些重
大改革措施即将落实，食盐业竞争将会加剧。要警惕生
产、经销商为增强价格竞争力，降低质量标准。

业内人士认为，要从源头上保障食盐的质量安全，
还须实行更高标准、更加严格的食盐生产管理。目前食
盐生产标准相对较低，为适应社会对卫生、环保等方面
的要求，要按照与其他食品一样甚至更高的卫生标准来
规范食盐生产。

据悉，目前石家庄一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检察机
关将继续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依法从严从快打击涉
盐违法犯罪活动。

多地曝出假盐毒盐大案，
22年“盐管”难在哪？

□新华社记者 杨帆 李春惠 周蕊

“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乳制品关系
人民健康和民族的未来。2008年三聚氰
胺事件发生后，国产奶业遭受沉重打击，
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陷入低谷。

8年时间过去了，痛定思痛、卧薪尝
胆的中国奶业是否已经“脱胎换骨”？国产
乳制品质量能否经受考验？8月16日，中
国奶业协会发布了我国首份奶业质量报
告，全面回应奶业热点问题。

8年来全面整顿振兴奶业 建立完善
乳品质量检测体系

牛奶被誉为大自然赐予人类“最接近
完美的食物”，奶业也是我国畜牧业中最
具活力和潜力的产业。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
事件，无疑是对中国奶业
的当头一棒。

“2008年以来，中国
奶业痛定思痛、重新启航，
政府部门狠抓质量安全整
顿，企业协会抓紧提升行
业生产管理水平，经过8
年的努力，国内奶业已逐步走出低谷，奶
业振兴也有了很好的基础。”中国奶业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谷继承表示。

据了解，8年来，我国奶业整顿振兴
主要从三个环节入手：

在奶牛养殖环节，不断加大对奶业的
扶持力度，实施了奶牛良种补贴、标准化
规模养殖、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奶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机
械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存栏
100 头以上奶牛的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48.3%，比200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
规模养殖场100%实现机械化挤奶；奶农
专业合作社超过1.5万个，是2008年的7
倍多。

在收购和运输环节，全面开展奶站清

理整顿，严格准入管理，坚决取缔不合
格奶站，奶站数量从2008年的2万多个
减少到8500个，奶站的基础设施、机械
设备、检测手段和人员素质水平显著提
升。生鲜乳运输车全部实现专车专用，持
证运输。

在乳品加工环节，对乳制品及婴幼
儿奶粉企业生产许可进行重新审核，淘
汰了一批奶源无保障、生产技术落后的
企业，大力推进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兼
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有力保障了乳
品质量安全。

“2008年以后，我们吸取深刻教训，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乳品质量安全检测体
系。”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北京）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王加启介绍，目前我国对奶制品的检测
共包括营养指标、卫生指标、健康指标、污
染物残留指标等四大指标，能够及时准确
掌握奶制品质量动态，有效预警防范质量
安全问题的发生。

乳品质量安全大幅提升 连续7年三
聚氰胺抽检合格率100%

2015年，我国奶类总产量已经达到
387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
美国，这其中奶产品质量安全如何？

根据这份质量报告，自2009年起，农
业部开始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
重点监测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检测指

标包括乳蛋白、乳脂肪、菌落总数、黄曲霉
素M1、体细胞数、铅、铬、汞、三聚氰胺、
革皮水解物等10项指标，累计抽检生鲜
乳样品15.1万次。

在这些指标中，乳蛋白、乳脂肪是衡
量生鲜乳营养价值的主要指标，菌落总
数、黄曲霉素M1、体细胞数是反映生鲜
乳卫生状况的主要指标，铅、铬、汞是判断
生鲜乳是否受到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指标，
三聚氰胺、革皮水解物是判断生鲜乳中是
否存在人为添加违禁物的指标。

抽检结果显示，生鲜乳中乳蛋白、乳
脂肪两大营养成分平均值都已高于国家

标准，也高于美国标准。菌落总数、黄曲霉
素M1、体细胞数、铅、铬、汞等监测平均
值远低于我国限量标准，表明奶牛养殖环
境和奶牛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三聚氰胺等
违禁添加物检测合格率连续 7年保持
100%。

“目前国内奶业生产和乳品质量安全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远高于我国其他食品抽检合格率，可以说
乳制品已经成为我国最安全的食品之
一。”王加启说。

针对公众关心的生鲜乳抗生素残留
问题，王加启表示，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
一样都制定了严格的抗生素残留标准，奶
牛使用抗生素期间必须要有休药期，期间
生产的牛奶不能出售和使用。“2013年到

2015年的抽检结果显示，没有发现使用
违禁抗生素药物和抗生素超标现象。”

中国乳品赢得肯定 部分乳企走向海
外

近年来，国人热衷于代购、抢购国
外乳产品，这其中既有对国产乳制品的
不信任，也有对外国乳制品的质量“崇
拜”。那么，进口乳产品质量一定好于国
产乳产品吗？

根据报告，2015年，农业部奶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对我国23
个大城市销售的巴氏杀菌乳、超高温灭菌
乳和调制乳等液态奶产品进行监测。结果

显示，国产液态奶与进口液
态奶相比，黄曲霉素M1、兽
药残留和重金属铅等风险因
子没有显著差异，均符合我
国限量标准，而牛奶热加工
的副产物糠氨酸在进口灭菌
乳样品中的含量高于国产灭
菌乳。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认
为，我国主要乳品企业生产设备、加工技
术大都源自国际知名厂商，管理运营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伊利、蒙牛进入世界
奶业20强，君乐宝婴幼儿奶粉通过国际
公认的全球食品安全标准（BRC）A＋顶
级认证，其婴幼儿配方奶粉经香港的严格
检测和审查，已经进入香港市场，现代牧
业、飞鹤乳业还获得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
会金奖。这些走向世界的乳制品，是对中
国奶业的高度肯定。

“现阶段我国奶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
症结和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还
不够，但是我们有信心，通过8到10年
的不懈努力，实现民族奶业的振兴。”谷
继承表示。

8年之后，中国乳品能否让消费者放心？
——透视我国奶业质量现状

□新华社记者 林晖

视觉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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