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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保质期差别大

多个谜团引疑惑

“新华视点”记者走访了多个

超市发现，月饼的保质期实在是一

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归纳之后有

以下几个“谜团”：

一是不同口味的月饼保质期

差别非常大。记者在沃尔玛五角场

店看到，麦园的豆沙月饼保质期为

20 天， 悦采芳的无蔗糖月饼保质

期却是 120 天。而其他很多品牌的

月饼保质期则是在 45~60 天之间

不等。

二是即使是同一口味，不同品

牌的月饼保质期大相径庭。 例如，

老周品牌的冰皮月饼保质期为

120 天，而麦园的冰皮雪月饼保质

期仅有 40 天； 悦采芳的无蔗糖月

饼保质期 120 天，而三牛的无蔗糖

月饼保质期却是 90 天；老大昌、真

老大的豆沙月饼保质期都是 45

天， 麦园的豆沙月饼保质期却是

20 天。

三是同一品牌不同生产日期

的月饼，到期日居然相同。 在乐购

超市记者看到， 功德林散装月饼

中， 虽然生产日期有的是 7 月 3

日，有的是 7 月 26 日，但保质期上

却都写着“请在 9 月 30 日之前食

用”。

四是某些品牌生产日期标注

不符合标准。上海现代食品工作室

高级工程师汪国钧表示，此前自己

在沃尔玛超市看到，某知名品牌的

月饼纸盒包装上印有生产日期，盒

内包装却完全没有生产日期。

调查发现，同一口味不同品牌

的月饼，保质期短的月饼价格会比

较高。 例如上面提到的无蔗糖月

饼， 三牛的保质期为 90 天的一斤

售价为 28.8 元， 而悦采芳的保质

期 为 120 天 的 一 斤 售 价 为 22.8

元。

这样的保质期谜团让很多消

费者摸不着头脑。家住上海杨浦区

的刘阿姨告诉记者，在多次曝光食

品安全问题后，她选购月饼更注意

看保质期了。“不同月饼保质期差

别这么大， 我也不知道什么更安

全，下意识地会选择保质期短的。”

强制捐款上工资单

湖南长沙县

要求教师日捐一元

给需要帮助的人捐款，不少人都愿意解

囊相助，但最近湖南省长沙县一位教师向媒

体反映称，从去年开始，“捐款”成了工资单

上固定的一项，让他不解又不愿。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捐款”的外衣里还

包裹着什么？ 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教师：捐款成“强制”动作

作为长沙县一所乡村公办学校的教师，

张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具体到个

位数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莫名少了几十

元，一打听才知道，都由学校统一收去参加

捐款了。

张老师说，这项捐款叫“一日一元捐 ”，

也就是一天捐一元钱，一年就是 365 元，但去

年又提高到了 400 元， 并且长沙县所有的中

小学都这样收取。

“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好几年 ，最近不

但涨了捐款额，还变成了强制。 我儿子在县

里的中学上班，也必须参加这样的捐款。 ”张

老师表示实在不理解，“捐款应当是自愿的，

而且不该限定额度。 经济这样发达的一个县

城，怎么要老师拿出钱来参加募捐 ，而且还

是强制性的呢？ ”

教育局：上传下达 公务履行

在张老师的引导下，记者找到了长沙县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这完全是上传下达的公务履

行， 按照文件在执行。“据说是发了文件的，

民政局布置到教育局 ， 教育局再布置到各

个学校。” 张老师在学校也得到了类似的答

复。

在长沙县民政局 ，工作人员说，他们自

己也都参加了这个“一天一元捐”活动，的确

是民政局发了文件。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该项活动得到

了县委县政府的同意，“我们是发了文，但我

们把文件送交了政府， 上面的领导同意，我

们才会这样捐的。 ”

慈善会：捐款为帮扶贫困

由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表态可以看出 ，

“一天一元捐”的活动确实有政府背景，也的

确是官方组织。

那么，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是不是

真的成了“强制捐款”？

采访中记者得知，在长沙县，所有捐款、

公益事业都由“长沙县慈善会”负责 ，对于

“一天一元捐”活动，慈善会的工作人员首先

肯定了目前的强制性，“2004 年的时候就有

了。 政府从去年才开始下文， 每天一元钱，

365 天，干脆提倡我们捐 400 元，企事业单位

员工、干部、教师，都在捐款人员范围之内。 ”

而工作人员所说到的这份文件，是由湖

南省长沙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布的《关于认

真组织开展“天天慈善一元捐 ” 活动的通

知》，通知中写道：“各级各部门要把‘天天慈

善一元捐’活动当成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和

重要工作，要组织干部 ，发动群众 ，完成任

务。 ”

工作人员还表示，捐款的目的就是帮扶

贫困。“慈善会在财政局开了一个专门的账

户，主要就用在慈善助学、慈善助医、慈善促

居等活动上。 ”

慈善会会长：不应该在乎这点钱

长沙县慈善会会长彭三明在解释这份

捐款的意义时说：“全国号召， 省里号召，也

是市委市政府的号召， 号召全体干部职工，

还有居民，一起来献爱心。 你们老师按道理

觉悟是最高的，思想境界也是最高的，也是

扶贫帮困的先锋，走在前面，不在乎这三四

百块钱吧？ ”

长沙县慈善会今年 1 月 24 日的捐赠公

示显示，去年一年 ，长沙县“天天慈善一元

捐”活动到账捐款 312 万元，其中 201 万元来

自乡镇。 一面是被迫献爱心的无奈，一面是

“政治任务和重要工作”的意义，当中的平衡

又由谁来把关？ （据《北京晨报》）

“防腐剂”是月饼“长寿”秘诀

小企业“手抖法”乱添加

同样是小小的月饼，保质期的差别却如

此之大。 保质期到底与哪些因素有关，让消

费者摸不着头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

全系副教授范志红告诉记者，保质期和加工

工艺、储存条件、馅料品种等都有一定的关

系，和防腐剂添加也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能

说保质期长防腐剂就一定添加得多。

“但防腐剂添加多少确实是月饼‘长寿’

的秘诀之一。 ”汪国钧告诉记者，大企业对防

腐剂的把控比较严格，但很多小厂家对添加

剂尤其是防腐剂的监管宽松，常常采用“手

抖法”添加。“也就是说手一抖就加多了，保

质期一个月的月饼实际上放三个月都不会

坏。 在超市选购时看到没有脱氧剂、厂家名

不见经传、价格很便宜、保质期还很长的月

饼，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

2011 年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实

施后， 有多种防腐剂不能再用于月饼添加。

上海香特莉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威

表示：“事实上工艺的进步是可以代替一部

分防腐剂使用的。 例如，我们在几年前就停

止购买添加漂白粉的莲蓉，防腐方面也是采

用‘外控法’。 即在包装里加入脱氧剂，代替

直接在月饼中添加防腐剂。 ”

业内人士透露， 一般通过小卖部乃至

部分超市销售的散装月饼生产厂家， 为了

控制成本和延长保质期， 依然是通过大量

添加防腐剂实现保鲜的。

据了解， 一个使用脱氧剂进行包装的

80 克月饼较添加防腐剂的月饼增加成本 0.3

至 0.4 元。

这仅仅是低质量月饼和高质量月饼差

价的一个侧面。 据估计，一个按最低标准“及

格线” 生产的月饼和一个高品质的月饼，仅

原料费用价差就达到两倍。

保质期长短“企业说了算”

监管空白亟待弥补

多家食品企业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保

质期长短是“企业自己说了算”。 从事月饼生

产多年的业内人士指出，业内目前“确定”通

用的月饼保质期为 2 个月，并大多统一“规

定” 不同时间生产的月饼一律到 9 月 30 日

过期，“这是怕时间标长了消费者将来找麻

烦，时间标短了又卖不完，所以就成了一个

‘约定俗成’的惯例”。

关于食品保质期，此前在网络上有一份

流传甚广的有关“规定”。 不过，汪国钧对记

者表示，国家轻工业局已撤销，在计划经济

时代确实对食品保质期有“国标”规定；但市

场放开后， 不同企业生产条件和工艺不同，

保质期很难做到统一，这些规定已经取消。

“规定”取消让一些小企业有了可乘之

机。 业内人士表示，规范的做法是，企业在新

产品上市前进行多方面测试，过段时间再进

行检测，最终科学认定保质期。 而很多小企

业却并不会这样做，别人标几天我也就标几

天，随意性非常大。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所长顾振华对

记者表示，食品的保质期目前由企业自己在

掌控，监管部门并没有强制的规定；但监管

部门会在临近保质期的时候对部分产品进

行抽检，看是否还符合应有的标准、是否出

现过期等。

业内人士表示，监管部门太过于依赖检

测手段，例如月饼的某种添加剂如果没有在

配料表中标识出来，事实上通过检测如同大

海捞针。“质监等部门在日常监管时，应注重

同时去查看企业的原料间和进货单，对比进

货和记录在案的原料与配料表是否有出入，

这样才能保证添加剂不会成为‘漏网之

鱼’。 ”

专家指出， 保质期的标识必须明确，不

能模糊，否则容易导致消费者的误解，也违

反了规定。 汪国钧表示，月饼的生产日期标

签和月饼应当不能分离，“我看到不少月饼

生产日期都标的是 8 月 1 日，企业一天的生

产量很难这么大，很有可能就涉嫌生产日期

造假”。 （据新华社）

月饼保质期之谜

中秋未至，月饼先热。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保质期从 20

天到 120 天不等，同一口味的月饼甚至保质期也可能有几倍之差，令人疑惑不解。

月饼保质期到底有多少谜团，保质期长短到底应该谁说了算，这里面是否存在法律

监管的空白，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8 月 31 日，顾客在上海一家大型超市内选购月饼。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