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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餐饮食品安全
消费警示

春季来临，气温逐渐升高且湿度开始变大，细菌滋生繁
殖逐渐活跃，易导致食物霉变、变质。为此，春季餐饮食品安
全请消费者注意警示：

一、外出就餐时应选择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
可证）、健康证件齐全的单位就餐，要注意查看餐饮服务单位
的量化分级等级，寻找笑脸就餐。用餐时应注意辨别食物颜
色、味道是否异常；小餐饮店要谨慎食用凉拌菜。

二、避免食用不知名野菜和蘑菇。随着天气转暖，各种
山野菜陆续生长，如果采食有毒植物或者加工不当的山野
菜，容易引起中毒，严重的将危及生命；要避免在移动商贩处
购买难以辨别野蘑菇。毒蘑菇外观与食用蘑菇外观相似，为
避免误食，应尽可能不吃野蘑菇。

三、谨防马铃薯、腌制品、豆角（四季豆）等食物中毒。发
芽或黑绿色皮的马铃薯（土豆）会产生大量的龙葵素，食用后
易引起食物中毒；冬季腌制的肉鱼、咸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会增加，一次性食用过多颜色过深、已变黏的腌制食品，易引
起亚硝酸盐中毒；扁豆、四季豆放置过久，可产生大量亚硝酸
盐，引起变性血红蛋白症，同时扁豆和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也
能导致发生食物中毒。

四、食用冷冻海产品要当心。冷冻海产品存放时间过长
或存放不当，就容易腐败变质，所含蛋白质会分解并产生胺
类、可溶性毒蛋白等有毒害的物质。且这些有毒害的物质经
加热煮、熬也不能彻底破坏其毒害性。因此，春季应慎食冷
冻海产品，变质的海产品切不可食用。

五、外出踏青要注意。用于野餐或路途中食用的食物要
原料新鲜、加工透彻。各种荤食最好是真空包装的，耐贮存
又便于携带，自制食品要烧熟煮透；干粮类食品，以烘烤、油
炸类比较保险，包子、夹心蛋糕等水分含量高的食品容易变
质，要注意保存。

六、餐饮服务单位要采购新鲜食材，严格执行原料采购
验收和索证索票制度，严格食品储存管理，严格餐饮具清洗
消毒；学校和建筑工地食堂要特别注意食用盐的使用，严禁
各类餐饮单位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

如果发现餐饮服务单位有加工、经营腐败变质食品等的违
法行为，应积极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投诉。如外出
发生腹泻、呕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的，请尽快就医，保留消费
凭证、病历、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同时立即拨打投诉举报电
话12331，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糟辣椒、豆腐乳、泡豆豉、豆腐干、鸡
辣子……旧州美食中的一个个菜名让人
听了便垂涎欲滴，烹炒煎炸样样齐全。
自去年全省第十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
开后，旧州美食吹响了与市场接轨的冲
锋号，越来越多的“旧州味道”正走上各
地美食爱好者的餐桌，也越来越成为游
客对旧州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3月19日，记者来到旧州古镇西街周
之冕故居26号，巷内传出阵阵鸡辣子香
味，刘宝林师傅正在烹饪鸡辣子。他的手
不停地翻炒，一会加盐、一会加花椒、一会
加甜酒酿、一会加酒，热气腾腾、鲜红可口
的鸡辣子在他手中仿佛成了艺术品，不一
会儿，一盘鸡肉变成了桌上佳肴。

“做鸡辣子选材很重要，我家选用的
是紫云农家散养的土鸡，在炒之前鸡肉得
先用调料腌制半小时，辣椒也要选用色泽

鲜亮上好的干辣椒，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啊。”刘宝林介绍说，为了研究出适合当下
口味的鸡辣子，他试验了成百上千次。“年
轻时发觉老辈人做的传统鸡辣子有点跟
不上时代口味，于是决定自己研究。经过
无数次的失败和总结，现在我家鸡辣子回
头客络绎不绝。”刘宝林高兴地说。

正在此时，两名外地游客品尝起了
刚刚炒好的鸡辣子。“真好吃，辣味正好，
我们那里可没这好东西，给我装一瓶
吧。”来自上海的胡女士不但买了还主动
要了刘宝林家的电话号码，回去后让他
家用快递送货上门。家住市区的刘女
士，最近接到在桂林理工大学读书的女
儿电话，称带去的旧州鸡辣子已经吃完，
许多同学都夸安顺美食好吃，让赶紧再
寄些过去。

“春节前我的电话订货一直是热

线，每天要忙到深夜一两点钟，客人除
了省内周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深圳等地的许多客人都是回头客，
有的春节出国旅游还带到了国外去，没
想到我家鸡辣子还远渡重洋呢。现在
我的许多客人通过微信在线上订货，一
会功夫钱就到账了，效率很高。”刘宝林
自豪地说。

今年春节期间，旧州镇十余家做鸡
辣子的商铺，天天都在外销旧州美食，据
不完全统计，仅20天，旧州镇销往外地的
各种特色美食达300余万元。

此外，屯堡“军帐宴”人气最高的山药
鸡八块是最近很火的一道佳肴。“这道美
食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的，近年来旧
州的山药炖鸡成了餐桌的上品。”在旧州
经营着一家餐馆的老板陈如璋告诉记者，
做山药鸡八块十分讲究细节，食材是第一

讲究的要素，得选用农家散养的土鸡配旧
州本土山药。要让汤色清亮，鸡块得漂洗
干净，血水会影响汤色，山药铺底鸡块放
面，用大火蒸6小时。为保持鸡肉的鲜美
和山药的纯香，不能放猪油，仅靠鸡本身
的油脂就能蒸出黄浸浸鲜美的清汤。

“春天进补我们首选这道菜，旧州美
食的名声很大，我们是慕名而来。”游客
张先生一边看师傅做菜一边说道。“军帐
宴”中的美食还有烧腊茄子牛肉煲、渣
肉、蛋卷等，其实我们旧州菜都好吃，只
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陈如璋说。

据来自六盘水的游客赵先生透露，
他和身边的朋友每隔几个月就要来购十
几斤，鸡辣子已成为他们舍不掉的情
结。这也许正是旅游文化拨动心弦，留
给人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留住了胃也
留住了心。

“扫黄治赌”在行动
本报讯（刘祖林 记者 周大义） 3月21日，记者从开发

区公安分局获悉，该局自深入开展“扫黄治赌”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以来，共办理卖淫嫖娼案件8
起，行政案件5起，共行政拘留20人，办理刑事案件3起，刑
事拘留4人，查封4家无证足疗店。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主要以打击辖区无证小洗发屋、
足疗店为工作目标，重点对西航辖区花园街、香榭街、星光路
等地段的发廊、足疗店、洗脚城集中开展大清查、大整治、大
巡逻、大收戒工作，清理整治治安复杂场所，严打“两抢一盗”
及“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
态势和凌厉攻势，全力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全力提升人
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

自行动开展以来，该局共出动警力180余人，警车30余
台（次），共清查足浴、发廊等场所45家，核录盘查可疑人员
240余人，办理卖淫嫖娼案件8起，行政案件5起，共行政拘
留20人，办理刑事案件3起，刑事拘留4人，查封4家无证足
疗店。 目前，专项行动还在深入开展中。

民房凌晨突然起火
消防官兵成功扑救

本报讯（王帅奇 早报记者 刘洋）“大晚上的，这里突然
起火了！快来救援啊！”3月21日凌晨1时26分左右，塔山东
路消防中队接到支队指挥中心调度命令称：位于塔山东路百
岁酒楼对面一民房着火，请立即前往扑救。接到报警后，塔
山东路中队立即赶往现场。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通过侦查和询问得知：着火的
是一间存放烧烤摊位的临时住房，里面无人员被困。房屋
为彩钢瓦搭盖，火势已严重威胁毗邻房屋，如不及时处置，
后果将不堪设想。得知该情况，指挥员立即命令用水枪、
车载水泡打击火势。经过消防官兵20多分钟的扑救，大
火被成功扑灭。

消防部门提醒：春季气候变化无常，早晚温差大，用火用
电频率仍然较高，加之春季风大，发生火灾后容易造成火势
迅猛发展，春季仍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本报讯（见习记者 薛峰 文/图） 3
月17日，为确保电梯救援作业规范和作
业安全，市质监局联合市消防支队开展
电梯困人救援专题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通过集中授课、互动答疑
和实战演练等形式组织开展，市质监局
技术专家分别从电梯基本原理及构造、
常见错误的救援方式、如何正确实施救
援等方面向参训的消防官兵详细讲解专
业知识，并在救援演练现场向各级消防战
士手把手传授电梯救援实操经验。参训
人员在理论培训和实战演练中，进一步了

解电梯基本构造，掌握救援安全知识，强
化了电梯救援安全作业意识，电梯救援作
业理论水平和实战基础得以巩固提升。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加强质监部
门和消防部门的协作联动，进一步响应
全省电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台建设
的安排部署，完善全市电梯应急救援三
级响应体系，强化三级响应体系最终环
节消防部门开展救援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规避减少救援过程中容易发生的二
次伤害和财产损失，为筑牢电梯救援最
后一道防线夯实基础。

老年人是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
们防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较低。于
是他们成了一些不法商家忽悠、欺骗
的对象，给他们心理、身体和经济上
造成很大损失。为保护老年人的消
费权益，在3·15之际中消协向老年
人特别提出以下消费风险提示，慎防
十大消费陷阱：

一、有病切记乱投医
老年人有病要去正规医院就诊，

保健养生也应到正规医院和机构去
咨询，切不可有病乱投医，更不能轻
信来路不明的网络医生。

二、免费承诺别轻信
老年人面对不法商家承诺的免

费赠送、半价促销等要经得住诱惑，
不贪图小便宜。

三、虚假广告要辨别
近年来，保健食品、医疗、药品

广告日益成为虚假广告的“重灾
区”。老年人在通过报纸、杂志、广
播和电视等媒体接触广告时，要提
高辨别意识。

四、专家忽悠不上当
老年人因有病在身，他们特别渴

望专家、医生的指导，对他们的医嘱
也深信不疑。但是，要特别防范所谓
的“专家”趁机向老年人推销高额保
健品。

五、无效退款难实现
一些不良商家为了推销保健品

或药品，不惜违法广告法，承诺保证
疗效，无效退款。对此，老年人不要
相信。

六、养生讲座不购物

一些不法商家打着养生讲座的
旗号忽悠老年人，对老年人以赠送鸡
蛋、面条、酱油等小物品相诱惑，达到
推销商品的目的。老年人不要随意
在讲座上购买保健品或保健用品。

七、“政策补贴”不可信
某些不法商家冒充国家卫生部

的电话向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
年人直接打电话，慌称能为他们向国
家有关部门申请“政策补贴”和药费
补助，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不要为
了获得所谓“政策补贴”而上当受骗。

八、保健品药品要区分
保健品对治疗某些疾病有一定

辅助作用，但不能代替治疗药物。《广
告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老年人要注意区分。

九、上门维修找对人
老年人家中电器坏了需要维

修时，要向正规家电企业咨询和报
修，切忌网上乱搜索，防止遇到冒
牌维修。

十、面对诱惑防风险
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面对金融商

家高利率诱惑，老年人要擦亮眼睛，
不受诱惑。切记“投资有风险，入市
需谨慎”。

安顺市消费者协会

近日，紫云自治县猫营镇举
行为期一个月的村少年宫第一
届“平安杯”足球联赛。据悉，举
办足球联赛旨在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将“阳
光体育、快乐足球、健康体魄”的
理念深入学生内心。

□吴康 记者 姚福进 摄

旧州“味道”省外飘香
□本报记者 刘现虹

老年人消费风险特别提示——

消费慎防十大陷阱

筑牢电梯安全“防火墙”
我市开展电梯事故救援专题培训

足球小将
绿茵场竞技

实操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