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重慶晨報》
報道，重慶市九龍坡區近期查獲一
宗生產銷售潲水油案件，已先後抓
獲收購、提煉、銷售潲水油犯罪嫌
疑人13名，查扣潲水油28.5噸、由
潲水油加工提煉的毛油和問題成品
油52噸。
4月20日，九龍坡區公安分局根

據群眾舉報，會同相關職能部門，
在九龍坡區走馬鎮燈塔村瓦廠一廢

棄養豬場內，當場抓獲正在生產潲
水油的工作人員5人及老闆曹先
合。曹先合交待其從2010年開始違
法收集潲水提煉潲水油（毛油），
並將所有潲水油銷售給璧山縣徐
科。警方據此線索，成立了「4·
20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
案」專案組，並於4月22日赴璧山
丁家鎮將涉嫌收購潲水油的嫌疑人
徐科抓獲。徐科交待出自己將潲水

油銷往永川區冠南豐碩油脂加工廠
「李四」、銅梁縣「劉眼鏡」、璧山
縣歐武剛、沙坪壩區青木關「魏三」
和「何芬」等10餘人。
警方於4月27日晚兵分兩路，一

路趕赴彭水，查封曾在永川區冠南
豐碩油脂廠購買過食用油的彭水縣
寧波糧油食品公司，抓獲了公司老
闆劉寧波和銷售人員崔小剛；一路
前往永川，查封了冠南豐碩油脂加
工廠，抓獲該廠法人周祖建、股東
李發強和檢驗員代元秀。目前，涉
案企業停產，該案正在調查中。

京滬浙粵食安納政績考核
各地重拳出擊 嚴打食品非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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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及龍運巴士昨日起加價3.6%及3.2%，正式

拉開本港公共交通工具加價潮的序幕。巴士是不

少居住在新界等偏遠地區市民往來市區的主要交

通工具，在通脹不斷升溫下，九巴加價勢令基層

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巴士公司盈利豐厚，應肩起

社會責任，為市民提供各種乘車優惠，例如月費

折扣、轉乘及長途優惠，讓偏遠地區來市區打工

的基層市民受惠，並為長者提供象徵性收費或免

費乘車。

本港交通工具加風四起，九巴及龍運巴士加價

後，港鐵及電車將於下月加價，的士也將在7月上

調車費。這次九巴加價對往來新界與市區長途路

線的乘客影響最大。面對其他生活開支的漲價，

市民尚可節衣縮食應對，但車費卻是難以節省的

開支。

其他國家及地區應對交通費上漲的壓力，不出

兩道板斧，一是補助市民、二是補貼交通工具。

本港目前正面對愈趨沉重的車費加價壓力，當局

現時首要之務是盡量遏止各種交通工具的加幅，

特別是載客量最大影響最廣泛的港鐵，當局必須

運用大股東的身份，限制票價加幅，對於其他交

通工具的加價申請，除了考慮其經營成本之外，

更要顧及通脹因素及市民的承受能力，以免對民

生造成衝擊。同時，交通津貼計劃最快要等到10

月或年底前才可推行，這無疑是遠水難救近火，

當局應盡量減省行政程序，加快計劃出台時間，

協助市民渡過高通脹的日子。

各交通工具先後根據可加可減機制申請大幅加

價，反映現行機制存在問題，例如，巴士公司的

計算機制雖然有市民承受能力一環，但卻沒有提

出明確的計算方法，而巴士公司可通過增加資產

來提出加價，也受到社會詬病；港鐵的機制甚至

連市民承受能力也不必考慮，這些都說明機制未

能較好地照顧市民利益。當局應檢討可加可減機

制，研究加入成本效益、管理表現、市民承受能

力等不同因素，令機制的計算結果更加完善。同

時，在不少國家及地區，鐵路運輸都是作為一種

公益性的交通工具運營，由政府提供補貼。當局

也應研究運用港鐵等交通工具的回報，設立一個

車費穩定基金，當交通工具根據機制要求加價

時，可先在基金撥款支付港鐵，以減輕加價壓

力。 (相關新聞刊A16版)

香港市民飼養寵物的情況日益普及，而

虐待動物事件近來不斷發生，社會對動物

權益日趨關注。動物是人類的朋友，虐殺

動物既是對動物的虐待，也不利於人性的

培養。愛護動物就是愛護生命，是社會文

明進步的一種標誌。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

市，應該樹立愛護動物、愛護生命的良好

風尚，以提升本港文明質素。

繼油麻地南京街先後揭發流浪貓慘遭汽

槍射傷，或被餵藥擲落樓慘死的虐畜案

後，旺角基隆街上周四再有一隻3個月大

的小貓，被發現伏屍旺角基隆街後巷，遍

體鱗傷，身體除有2個血洞外，更被一支

竹籤刺入腹部，尾龍骨折斷，死狀恐怖，

明顯有被虐殺跡象，這是油旺區8日內發

生的第4宗虐貓案件。

香港不時出現貓狗被虐殺案件，曾有愛

護動物團體表示警員對虐畜罪行認知不

足。有精神科醫生指出，虐畜行為等同犯

罪行為，可能有拾級而上的傾向，初時會

給虐待者帶來刺激快感，但沉迷下去，可

能暴力手段會升級。而本港在06年底修改

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最高刑罰，由監禁6個

月及罰款5,000元，加重至最高監禁36個月

及罰款20萬元。但過往有關案件的量刑，

沒有充分反映其嚴重，因此對虐殺動物行

為缺乏足夠阻嚇力。

此外，由於本港尚未為動物權益立

法，不僅虐待動物事件不斷發生，而且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動物被棄遺，而社區

內人與動物共融的活動空間仍然不足。

因此，本港應參考現時先進地區保護動

物的法例，檢討及修改現行《防止殘酷

對待動物條例》，以跟上國際水平，並將

蓄意遺棄動物列作虐待動物行為，以及

研究為定罪者提供強制的心理輔導及愛

護動物課程。

當局應密切注視虐殺動物案件的量刑問

題，如有關案件的量刑沒有充分反映其嚴

重性時，應向有關法庭提出刑期覆核以尋

求量刑指引。在反對虐殺動物的基礎上，

本港應提高對動物的保護水平。

提供乘車優惠 紓緩加價壓力 愛護動物 提升文明質素

內地淋巴瘤患者 年增逾2.5萬

重慶破潲水油案 拘13疑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衛

生部日前表示，中國食品安全標準不存在內外有

別，甚至比國外標準鬆的問題。加入WTO後，中

國正在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逐步清理完善形

成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基本符合或接近國際

食品法典標準。

衛生部表示，內地現行食品、食品添加劑、食

品相關產品的國家標準有1,829項，地方標準有

1,201項。按照內容分類，可分為食品安全基礎標

準、生產規範、產品標準、檢驗檢測方法等，覆蓋

了所有食品範圍，基本涵蓋了從原料到產品中涉及

健康危害的各種衛生安全指標。

衛生部：食安標準 不存在內外有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針對食品添加劑導致內地惡性淋巴
癌發病率上升的說法，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副所長王竹天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中國尚未發現
任何一宗由食品添加劑致癌的案例出
現，「在我個人的研究經歷中，還從未
聽說過如此言論」，王竹天表示，食品
添加劑不會致癌，這是經過多次臨床實
驗的結果。

記者從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獲悉，按照國務
院統一部署，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迅速行動，重拳

出擊，深入開展嚴厲打擊食品非法添加和濫用食品添加劑
專項工作，採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強食品安全隱患摸排管
控。各地陸續查獲違法添加案件，並依法從嚴懲處違法犯
罪分子。

5督察組赴各地督導食安
農業部聯合有關部門派出5個督察組分赴河北、吉林、

黑龍江等多地開展督導檢查，衛生部、質檢總局、工商總
局、食品藥品監管局等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迅速部署，認
真落實，要求抓緊排查食品安全隱患，切實做好相關監管
執法工作。政法機關進一步加大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
關職務犯罪的偵辦懲處力度。
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

幹部政績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區（縣）長負責制，統
籌推進市縣兩級食品安全監管職能調整，實現各環節緊密
銜接，有效形成全鏈條監管；重慶、廣東、遼寧、湖南等
政法部門全力做好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偵破工
作，嚴懲並公佈了「毒豆芽」、「墨汁粉條」、「染色花椒」
等一批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案件；吉林開通24小時投訴舉報
熱線，聘請1,300名食品安全義務監督員，深入社區摸排
食品安全隱患線索；四川統一發佈各食品監管部門、公安
和紀檢監察部門舉報電話；廣西加大投入力度，給監管一
線增配了快速檢驗檢測設備，用於快速篩查有可能被添加
的非食用物質；江蘇、廣東、內蒙古、寧夏等地通過多種
方式，開展食品安全科普工作，廣泛宣傳違法添加非食用
物質和濫用食品添加劑的危害以及有關防範、懲處措施。

自製火鍋底料成分須公示
同時，一些地方和部門積極探索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的新

措施、新機制，北京市明確對列入非法添加及其他食品生
產經營違法違規行為「黑名單」的企業在京投資實施限制
措施，相關責任人不得再從事食品生產經營；食品藥品監
管部門要求自製火鍋底料、自製飲料和自製調味料的餐飲
單位應向監管部門備案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名稱，並在店
堂醒目位置或菜單上予以公示。
有資料顯示，目前中國食品添加劑有23個類別，2,000

多個品種。最為常見的是防腐劑、㠥色劑、增味劑、營養
強化劑等。

官方專家：
內地未現添加劑致癌病例

■目前，內地每年新增淋巴瘤病人約2.5
萬。 網上圖片

■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圖為北京德勝工商人員在轄區超市
檢測食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鑒於

內地問題食品層出不窮，國務院日前指示全國

各地深入開展嚴厲打擊食品非法添加和濫用食

品添加劑專項工作。此外，北京、上海、浙

江、廣東等省市亦將食安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

績考核，推行食安整治區長負責制，統籌推進

市縣兩級食品安全監管職能調整，實現各環節

緊密銜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第12屆中國抗癌協會全國
淋巴瘤學術大會日前透露的信息顯示，內地惡性淋巴瘤近年來發病
率逐年上升，每年至少超過25,000例，死亡率高達1.5/10萬，佔所
有惡性腫瘤死亡位數的第11至13位。至於惡性淋巴瘤發病率上升的
原因，有專家分析認為是由於當前食品中多含有添加劑所致。
內地媒體引述中國抗癌協會淋巴癌專業委員會委員王晉芬話指，

現在許多食品中含有添加劑，這可能是發病的原因之一。此外，很
多人為時尚去染髮，而染髮劑的致癌物也非常多，顏色越深毒性越
強；環境污染、農藥殘留都是引發淋巴癌的因素。

添加劑或為重要誘因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伍鋼教授此前亦曾表示，從臨

床病例來看，淋巴瘤的致病原因基本沒有遺傳傾向，但與生活環
境、化工污染、病毒感染及免疫缺陷相關。
王晉芬公佈對惡性腫瘤高發區山西省的2,069例淋巴癌患者臨床

研究顯示，淋巴癌患者以50歲左右的中老年為主，其中男性發病率
高於女性，比例為1.5:1。「隨㠥醫療手段提高，基因靶向治療的引
進，淋巴瘤的死亡率有所下降。」

專家介紹，淋巴系統是身體的重要防禦系統，它可以幫助人體
抵抗病毒、細菌等有害外來物的侵害，被稱為人體「衛隊」。當病
菌等有害物質入侵人體時，淋巴組織就容易脫離人體的控制，變成
「壞分子」。「壞分子」越來越多時，加上不良環境等因素的作用，
淋巴細胞就可能在生長過程中發生變異，形成淋巴瘤。
另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每年有35萬新發淋巴瘤病人，

死亡病例超過20萬；全球帶病生存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共約100
萬人。與此同時，在過去的20年，內地淋巴瘤的發病率增加了
75%；目前每年新增病人約2.5萬人。淋巴瘤的發病高峰期為45歲至
60歲，近年來也有年輕患者增多的跡象。

■李克強出席全國食品安全工作專題會議暨省部
級領導幹部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專題研討班結業
式。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務

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李克強13

日出席全國食品安全工作專題會議暨省部級領導

幹部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專題研討班結業式，聽取

匯報並講話。他強調，要進一步落實黨中央、國

務院關於食品安全工作的決策部署，嚴格執行

《食品安全法》，攻堅克難，深入持久推進重點整

治，堅決把關係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和

正常生活的食品安全工作抓實抓好。

為貫徹落實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嚴厲打擊非法添加

和濫用食品添加劑專項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切

實推動各地加強食品安全工作，5日至13日，中央

組織部、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和國家行政

學院共同舉辦了省部級領導幹部加強食品安全監管

專題研討班。各省（區、市）政府、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副省級城市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分管負責

官員，以及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負責官員參加了該期

研討班。研討班將成為官員食安專題培訓的開端，

未來的食品安全培訓將延續至地廳級官員，並在各

地行政學院陸續展開。

李克強：持久推進食安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