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和中国粮油协会 8 月 2 3 日联手揭穿调和油市场乱象：目前市场

上的食用调和油不公开产品配比，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生产企业往往将营养价值高的油品

放很少比例，用价格低的食用油做主要成分，但命名调和油成品时却以前者来命名。当日，中

储粮在全国粮油企业中首个公布其新产品金鼎调和油的配方配比。业界认为，这一“小小”举

动的背后，不仅关乎国民生计，还或将推动我国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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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给抱小孩女子让座

小伙儿连挨 5 个耳光

朋友称其腿脚不好

多次让座提醒无人响应

8 月 23 日， 乘客刘先生向

记者讲述了在公交车上看到的

一幕。8月 23日下午 1时许，一

辆 K192 公交车上，一个身材瘦

小的小伙子， 鼻子上架着红色

镜框，坐在车厢中部的“照顾专

座”上，正对着下车门。

车子驶进登云路口站，上

来一对儿年轻夫妻， 妻子抱着

几月大的孩子。 车上站了不少

人，夫妻俩挤到车厢中部，正对

着小伙儿站着。

这时， 车厢广播响起：“请

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谢

谢！ ”小伙没反应，广播再次响

起，连播了 4遍。

小伙儿抬头看了一眼这对

儿夫妻，一声不吭低下头。

这时， 一个女乘客跟司机

说：“后面站着一位抱小孩的乘

客，万一紧急刹车容易出事。 ”

司机回头对乘客们喊了

句：“大家互相照顾一下， 让个

座啊！ ”

小伙儿再次抬头， 看了夫

妻一眼，又迅速躲闪转头。

小伙儿连挨 5个耳光

到了和睦新村站， 后排有

人下车， 抱着孩子的妻子寻到

空位，坐了下来。 丈夫仍站在原

地，对着小伙儿。

小伙儿又抬头， 跟这位男

子对上了眼。 这个时候，男子瞬

间恼了：“你看什么看， 车上坐

着还看，看笑话啊！ ”说完抡起

手朝小伙儿脸颊扇过去， 一左

一右“啪啪啪……”小伙儿连吃

5个耳光。

小伙儿的红色镜框一下子

飞了出去，鼻血也流了出来。 坐

在后面的乘客刘先生说：“这个

巴掌扇得是真响， 光听声音我

就受不了， 车厢里一下子静下

来， 大家都顾不上说话看了过

来，没人阻止。 ”“那个妻子坐在

位子上，还帮腔骂那个小伙子：

‘你不是你妈养的吗？ 不知道让

座。 ’”刘先生回忆说。

两站路后， 这对儿夫妻就

下车了。 小伙儿被打后，一声不

吭，呆坐在位子上，鼻血不住地

流。

被打者腿脚不好

杭州“公车掌掴门”后，读

者的意见基本相同， 小伙子不

让座确实也不好， 但是打人是

要被严惩的。

8 月 24 日下午 1 时 20 分，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报料：“被打

的这个青年是我的朋友， 他那

天和我说了他的遭遇， 哭得很

伤心。 实际上他是一个残疾人，

他腿脚不方便，而且性格内向。

那天他看到那个妇女抱着小

孩，内心是很想让座的，可是他

自己腿脚又不好， 而又没有其

他人让座， 于是他很无奈地看

了他两眼， 不想竟挨了这几个

耳光。 唉，真是同情我的这个朋

友啊。 ”

至此， 公交车掌掴门事件

开始持续发酵， 谴责打人夫妇

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五记耳光

是否来自“正义的火气”

有媒体评论文章说： 支撑

这种打人行为的社会行为，可

称作“正义的火气”，胡适先生

也描述过这种现象， 自以为代

表着正义，就大义凛然。 自己认

定的主张是绝对的正确， 而一

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

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

异己，往往都是从这种“正义的

火气”出发的。 那个打不让座者

的人，显然身上就带着这种“正

义的火气”。 不让座的人，在他

眼里就成了敌人， 成了需要受

到教训的不道德者，“正义的火

气” 就发酵成为一种诉诸暴力

的冲动……而自以为正义，这

样的攻击和侵犯常常更加残

暴。

（综合《青年时报》、《钱江晚报》）

8 月 2 3 日，在杭州 K1 9 2 公交车上，一对儿夫

妻站在一个有座位的小伙子旁边， 妻子抱着孩子，

小伙儿看了几眼，没让座，突然，丈夫大骂：“看什么

看。 ”然后连打了小伙儿 5 个耳光，小伙儿被打得鼻

血横流，镜框也被打飞，断成几截。

8 月 2 4 日，台湾屏鹅公路旁的电线被强风吹断。 今年第 1 4 号强台风“天秤”于当日 5 时 1 5 分前后在台湾省屏东县牡

丹乡登陆，瞬间阵风达到 1 7 级。“天秤”于 7 时 3 0 分左右在屏东县枋山乡出海。 新华社发

调和油配方配比缘何成谜？

中储粮揭食用油乱象，或将推动国标出台

配方“揭秘” 市场乱象“曝光”

“调和油再熟悉不过，但油里掺了什么、掺多少都是企

业说了算，百姓如‘雾里看花’。 ”一些市民对食用调和油的

质量有疑惑、有担忧，也有期待。

在中储粮金鼎发布的这款调和油产品上， 明确标注着

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等油品名称和比例。 企业“揭秘”产

品配方与配比，这在我国食用油行业当中尚属首次。

公开资料显示， 我国终端市场上存在的调和油品种不

下 20 余种。“价格很贵的橄榄调和油、芝麻调和油，其中一

部分品牌橄榄、芝麻的占比不到 1%，却加入大量价格低廉

的棕榈油。 ”8月 23日，中国粮油学会常务副会长王瑞元表

示，成分配比不透明，企业随意挂名，不守规矩，严重侵害了

消费者权益。

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荣称， 食用调和油

配方被企业宣称为“高度商业机密”，因此消费者缺乏基本

的知情权，甚至有个别企业以次充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

目前市场上的这些调和油尽管都在名称上突出其最昂贵和

最看重的油品，也会标注产品配料，但却看不到调和油所含

各种油料的具体成分和比例。 ”

专家认为，这释放给食用油行业的信号是，调和油生产

企业往往仅将具有较高营养价值、 价格高的油品放很少比

例，用价格低的食用油作主要成分，却将调和油以前者来命

名。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100元的大豆油，除去生产、包装

和销售成本，只能赚 3元钱，即 3％的盈利。而 100元的以大

豆为基础油的调和油，盈利可以达到 6元，即盈利 6％；豆油

如此，茶籽油等更甚。 于是，一些企业私下打起“小算盘”，象

征性地掺入少量贵重油品，有些根本就不掺，个别产品甚至

起着“茶籽油”的名，装着“菜籽油”的料。

中国粮油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瑞元认为， 公布配方配

比虽只是一个企业的“试水”，但却是油脂行业“革命性的一

步”。 将有效助推调和油行业更加公开、透明，加快调和油行

业重新洗牌的速度，并有效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8年“难产” 能否推动国标出台？

“食用调和油的国标从最初提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8

年时间！ 显然，这个标准推迟得太久了。 ”王瑞元说。

2004 年，我国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八个食用油产

品国家标准（“新国标”）就已正式施行，标准明确要求产品

等级、生产工艺、原料产地等须在包装上标示。 这其中，在终

端销售市场比例日趋扩大的调和油国家标准却仍“缺席”。

据了解，《食用植物调和油国家标准》早在 2005 年就开

始了制定工作，并形成过征求意见稿，随后形成了《食用调

和油国家标准送审稿》，2008年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开始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但多年过去仍未见国家标准的庐

山真面目。

“这个标准快则今年年底，慢则明年上半年就会出来。 ”

王瑞元说。 他同时透露，这个国标将可能会要求生产企业标

示出产品配方，但具体的配比由于涉及商业机密，可能暂时

不会要求公布。

不只是食用油， 有关行业标准和产品信息透明的问题

一直牵动着百姓的神经。 专家表示，粮油企业公布调和油配

方，其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作出一个表率，任何事关国计民

生、居民健康安全的行业，都应当明确其原材料配方配比，

让百姓消费放心，让行业健康发展。

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民表示， 此次公布调

和油配方配比是出于中储粮作为央企的使命和责任的角度

来考虑的，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促使行业的健康发展。“当然

我们会积极参与到此次国标的制定之中， 努力为国标出台

贡献应有的力量，但说到底这是国家主管部门的事情，我们

期待国家标准能及早出台。 ”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