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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屈金轶

日前，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规
定，从7月1日开始，馒头、发糕等
面制品不能添加含铝膨松剂硫酸铝
钾和硫酸铝铵，也就是俗称的“明
矾”，复合型膨松剂（即泡打粉）
的主要成分也是上述两种物质。
（《新闻晨报》7月1日）

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明矾，被强
令与馒头等食品说“再见”，以确
保消费者免受铝超标的危害，这无
疑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然而，在
面食里添加明矾，既是数百年沿袭

下来的食品加工习俗，又是增强面
食卖相与口味的“最经济的方
法”，能否在一纸禁令下就“戛然
而止”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
就提醒我们，面制品禁用“明
矾”，离不开监管给力。

其实，这虽不是我国首次对于
含铝添加剂的控制，但可谓是对其
的“史上最严禁令”。如今的禁用

“明矾”，是此前的“限量使用”的
“升级版”。为何接连升级呢？乃是
现实的迫切需要。正如网友所说，
之所以要对含铝食品添加剂“动刀
子”，是因为中国人“吃铝”太多
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每人
每周铝的安全摄入量是 2 毫克/公
斤体重，而监测发现我国32.5%的

个人膳食铝摄入量超过此标准，其
中4岁至6岁的儿童最高，为参考
值的2.6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上月发布的监测结果，也在

“数说”着“铝害”之深：部分地
区市售烘烤面食中铝平均含量为
126 毫克/公斤，市售蒸制面食为
149 毫克/公斤，油条为 495.6 毫克/
公斤，膨化食品高达 300 毫克/公
斤。而人体内铝超标，会造成包括
大脑和肾脏受损在内的系列伤害，
尤其是会影响儿童骨骼生长，导致
智力发育障碍等。

“铝害”如此之深，而馒头、油条
等面食为何竟对明矾“偏爱有加”
呢？就是其能使面食变得蓬松可
口，且卖相也好，牢牢抓住消费者的

胃口。禁用明矾后，这一切或将成
为过去式。出于赢利考量，面食生
产或销售者或许不甘心“失利”，就
会与监管者玩“鼠猫游戏”，“禁也不
绝”的尴尬可能再次出现。“毒粉条”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早在 2009
年，原卫生部就规定，粉条生产中禁
添加明矾，然而所谓久煮不烂、弹性
十足、卖相极好的明矾“毒粉条”仍
大行其道。

市场监管难在哪？尽管不同的
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面食生
产、销售的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
疑对有效监管带来诸多的困难。既
要管好生产源头，亦要管好市场消
费的整个流程，还需建立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机制，哪一个环节都容

不得有半点懈怠。仅以早餐为例，
按多数国民的习惯，都是在上班途
中某街头小店或流动摊点，买几根
油条或是二三个馒头、包子来“喂饱
肚子”。但小商小贩的此种个体化
的生产方式、“散兵游勇”式的经营
方式，无疑不利于有关部门的市场
监管。

含铝添加剂的危害性不言而
喻，且“禁令”亦不容践踏与挑战。
这无疑是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
管水平与智慧的考验。笔者认为，
要打好“禁用明矾”这一仗，除依
赖生产者自我觉醒、消费者自主抵
制外，更需要有关部门的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般地监管跟进。否则，再
严厉的禁令，也只会沦为空谈。

面食禁用明矾还需监管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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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社会组织中的百年
“老字号”，中华医学会最近被曝出
通过召开学术会议两年收取医疗
企业赞助费8.2亿元。卫生计生委
主管的某事业单位的一位项目主
管表示，企业赞助社会组织办会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普遍，
“社会组织办会的目的是促进学术
交流，可是办会也有成本，政府不
给出钱，那就只好找企业谈赞助
了。这些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
（《中国经济周刊》7月1日）

国家审计署报告引来的舆论
潮水，让中华医学会等一众社会组
织和行业协会“如坐针毡”，此刻祭
出“学美国”的托词，显然也难以服
众。一者，办学术交流会议需要成
本不假，但两年收取医疗企业赞助
费8.2亿元，收入与支出间的等号怎
么放得下？什么学术会议如此“烧
钱”？二者，在美英等国家，社会组
织和行业协会向会员提供信息咨
询服务都是“标配功能”，为何在中
华医学会，连注册信息医生通讯录
都成了赚钱的工具？三者，美国医
师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运转主要靠
会员费，即使有赞助费也全凭企业
自愿，而中华医学会收取的赞助费
有多少是被利益交换绑架的自愿？

每年开展学术交流，不但是医

生队伍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健康
诉求愈发强烈的公众所乐见的。8.2
亿元的天价赞助费，让学术会议少
了清新的学术味，多了权钱交换的
腐臭味，也让中华医学会更加具有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
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
员兼职的位子”的“二政府”影子。

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行业协会
的作用很大，全美约有20万个协会
组织，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
天，国内的类似社会组织结合实际
学一学他们的经验确有必要，但只
学习别人如何收钱而不学如何服
务会员，只学表皮而不学健康运行
的理念，终究会落得个画虎不成反
类犬的可笑下场。

就当下来看，社会组织和行业
协会要实现健康运行，就要管住政
府的权力之手，也可以借鉴美国的
一些现成路径。一方面，要打破“一
业一会”的垄断局面。美国不同协
会间工作内容和主要业务可交叉
重复，呈现良性竞争的态势，协会
从自身的生存、发展角度考虑，必
须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展示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的管理应
有更多自由度。美国行业协会的决
策和管理者均由会员选举产生，这
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行业协会为
会员谋利益。我们应该加快行业协
会立法，厘清行业协会和政府的关
系，改变政府部门通过内部行政行
为直接管理行业协会的模式。

协会敛财岂能借口“学美国”

网言个论

倪恒虎

中国铁路7月1日零时起
进行新一次运行图调整，这是
自2007年以来铁路最大幅度
的一次调图。调图后，全国铁
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到
2447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330
对。随着绿皮车等普通列车退
出历史行列，动车组逐步取代
普速列车将是个不可逆转的趋
势。不过，速度增加的同时，票
价也在增加。（《21世纪经济报
道》7月1日）

铁路调图，列车速度、环境
均提升，然而，对一些对速度不
敏感而对价格很敏感的乘客来
说，有些无奈。不过，让旅客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既能从调图后
的列车速度、环境提升中受益，
又不至于大幅度提高出行成
本，铁路部门还是可以有所作
为的。打折就是一个不错的做
法，给旅客多一种选择。此前，
铁路部门就已经有过打折的举
措。自 2013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31日，市民购买京广、京沪高铁
部分动车组列车的商务、特等
和一等座车票时，最低可享8折
优惠。今年高铁打折特惠日期
从今年 4 月 14 日开始，主要分

布在 4 月中旬到 6 月底。此外，
自 2014 年 3 月 20 日至 12 月 21
日期间（9月30日至10月7日除
外）始发的部门旅客列车末段
空闲卧铺执行优惠票价。

然而，不难看出，高铁打
折，大多是口惠而实不至。铁路
调图后，应该在打折上多下功
夫。票价下降了，上座率提高
了，对铁路部门还是有利的。今
后，铁路部门应经常使用打折
这样的手段，在旅客需求和铁
路部门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铁路在通过调图这样的措
施开源时，也需做好节流。铁路
部门投资时，应严控铁路建设
中浪费行为，挤掉成本水分。

淘汰“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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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证书是具备资质的医
疗卫生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
血法》第六条规定颁发给无偿献血者
的一种证书。符合要求的健康公民
一次性献血量符合最低标准 200ml
就可以获得国家颁发的无偿献血证。

《无偿献血证》为献血者的荣誉
证书，同时亦是献血次数和献血数量
的记录证明。《无偿献血证》还是无偿
献血者和献血者配偶、父母、子女用
血时免费用血互助保证金和用血后
报销血液成本费的凭证之一。因此，
一份《无偿献血证》也可看成是一份
保险单。

参加无偿献血为自己和家
人建立血液银行

“无偿献血免费用血，一人献血，
全家享用”这是无偿献血者所享有的
基本权利之一。当你或家人需要临
床用血时，可以按照《枣庄市公民无
偿献血免费用血管理办法》办理免费
用血报销手续。该办法规定：在本市
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本人自献血之
日起五年内免费享受五倍无偿献血
量的医疗用血，五年后免费享受与无
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血；献血累计
2000毫升以上的公民本人终身免费
享受无限量的医疗用血；献血者的配
偶、子女和父母自献血 30日起免费
享受与无偿献血等量的医疗用血。
所以今日的无偿献血，可能成为明日
的用血保障。

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临
床用血为何还要交费？

《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实
行无偿献血制度，但是人们在临床
用血时，还须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
的血液成本费用。

为确保献血者和用血者的安
全，防止经输血途径传播的疾病，
每一位献血者都要经过严格的体检
和血液检验。卫生部规定血液检验

项目主要是血型、血红蛋白、肝功
能、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等
七项，并且要使用不同厂家的试剂
进行初检和复检，经初检和复检合
格后的血液才能用于临床。血液的
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运输都
有严格的要求，所以血液的价格实
际上是血站从采集血液到提供临床
用血过程中的一切消耗成本费用，
需要用血者支付。

用血时交纳的血液成本费，除
用于血站血液采集所需成本外，归
入无偿献血专项资金，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全额用于献血事业的发
展，不得挪作他用，由献血管理机
构专户管理。根据《山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第 22
条之规定，无偿献血专项资金的
70%用于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
系亲属的优待用血，30%用于无偿
献血的组织、动员和奖励。

为了优待无偿献血者，本人及
其配偶和子女临床用血后，可凭相
关证件办理等量或倍量的免费用血
报销手续。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
血报销须知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

血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办法》和《枣庄市公民无
偿献血免费用血管理办法》

二、报销范围：凡在我市参加
无偿献血的公民，其本人或其父
母、配偶、子女均属于免费用血报
销范围。

三、报销规定：凡在我市参加
无偿献血的公民，其本人自献血之
日起五年内免费享受五倍无偿献血
量的医疗用血，五年后免费享受与
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血，或者
其父母、配偶、子女自献血三十日
起，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
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累计达 2000毫升以上
的公民，本人终身免费享受无限量
的医疗用血。

四、须提交的材料：
1、无偿献血证
2、身份证（亲属用血需提供双

方身份证）
3、临床用血发票（如果发票原

件还须在别处作报销凭证，可用发
票复印件报销，但必须
提供发票原件作依据。）

4、医院用血证明或
输血费用清单

5、关系证明 （户口本、结婚
证、或者其它能证明献血者与用血
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证件）

五、报销时间及地点：
时间：每月 1-28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
地点：枣庄市献血办公室
地址：新城嘉汇大厦 8楼枣庄

市卫生局，房间号8-A-06
咨询电话：0632-3350732
一次献血，五倍免费用血，有

时间限定吗？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

血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无偿献
血者自献血之日起 5年内免费享受
五倍无偿献血量的医疗用血，5年
后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
疗用血，或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自
献血 30日起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
等量的医疗用血”。

另外，献血 2000毫升以上的公
民，本人是终生免费享受无限量医
疗用血。

救护他人，幸福自己

无偿献血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