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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闻味识案

2021年10月中旬，一天，南岸区公安分局食药环支队副支
队长蔡飞得到群众举报，说南岸区一家大型物流市场内存放了
一批货物，奇臭无比，怀疑是有毒有害食品。他马上与支队民警
雷朦赶去查看。

物流市场内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他俩绕过一堵院墙来到一处偏僻
角落，不见人影，只见上百个蓝色大塑料桶搁在地上，桶里全是鲜竹笋
泡在不明液体里，极似二氧化硫的强刺激性气味熏得人恶心想吐。“有
问题，先查明货主是谁！”

次日，他们和南岸区市场监管局的人一起赶去存放货物的地方。
现场还是没有人。区市场监管局的人说：“这是添加了过量的食品保鲜
剂焦亚硫酸钠。”

“这还能吃吗？”蔡飞惊呆了。按照国家规定，为给食品保鲜，可以
添加一定数量的保鲜剂，但添加多少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批货明显高
于正常添加标准，如果长期食用必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调取物流市场监控、去物管公司走访调查后，得知这批货的主人叫
孙世明。50多岁的孙世明在几公里外的冻库租赁门市专营冻货，前不
久向市场物管公司缴纳了存储费。物管并没过问他存的是什么货。

食药环支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对这些竹笋进行抽检，结果二氧化
硫含量超出国家规定标准20多倍。

清鲜脆嫩的竹笋是重庆人喜爱的食品之一，烹饪方法花样纷呈：煎
炒、红烧、炖汤、火锅……照孙世明这出货量，那竹笋得进了多少人的肠
胃？

“行政处罚肯定没问题。就是罚款嘛。”区市场监管局的人说。
“罚款就算了？”蔡飞紧皱眉头。如果犯罪成本如此之低，那国家最

新《食品安全法》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
2015年修订后颁布实施。

在实际操作中，前几年渝东北警方依据新《食品安全法》打击过用
工业硫磺熏蒸干竹笋保鲜的犯罪嫌疑人。但过量添加二氧化硫浸泡鲜
竹笋保鲜的，目前尚无刑事立案的先例。可在鲜竹笋中过量添加二氧
化硫，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极易致癌。

无可否认，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的确存在着法律与现实之
间的盲区。比如明知构成社会危害却缺乏打击的量化标准——如果添
加的是国家完全禁用的福尔马林，问题就简单得多，只要添加了，无论
添加多少都构成犯罪。而二氧化硫属于国家准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只有超标准使用才构成犯罪。可到底超标多少才构成犯罪？“长期服
用”，何为“长期”？

在听取分局食药环支队汇报后，市公安局打假总队认为问题严重，
事不宜迟，他们高度支持一查到底，并指导说应先查清孙世明的鲜竹笋
销售量到底多大。

二
法无定则

冻库也是个熙熙攘攘的经营场所。孙世明的门市夹在一排门面中
间，两口子一个接待进店买笋的顾客，一个吩咐帮工将鲜竹笋倒进大池
子里，往池子里倒入清水，使劲搅动，放水，又注水，搅动，如此反复两三
次后，捞出竹笋，切片装袋。

忙着招徕顾客、收钱、出货的孙世明几个根本没发现，一台微型摄
像机正透过不远处一辆挂民用牌照的“皮卡”车窗对准了他们。

雷朦端起摄像机拍摄，蔡飞在后座仔细观察。看着顾客进
进出出，他仿佛看见那些鲜竹笋被烹制成菜肴端上了餐
馆、家庭的餐桌……

回去后，蔡飞带着支队民警柯巍赶去南岸区检
察院。这次，精通法律的检察官没了底：这起
新型案件没有明确认定标准，没有相关
判例，连该委托哪个机构进行鉴定都
不清楚。检察官的眉毛都快拧成问
号了。

蔡飞恨不能伸手掰直检察官脸
上的“问号”，可他自己心里的“问
号”又如何消解？如果立刑事案件，

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一旦证据不充分无法
提起公诉，承办民警以及责任领导的努力不但
付诸东流，还要承担错误执法责任。

好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蔡飞想了许多：自
己的过往、自己的选择、自己对于这份职业的情
感与理解……他决定，谨慎求证，大胆破题，寻
找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

三
鉴定有道

蔡飞带雷朦扮成顾客，去孙世明门市里买了些袋装竹笋拿去区市
场监管局抽检。

经初查，食药环支队掌握了大量证据。报请分局签批，支队以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孙世明夫妇立案侦查。

2021年12月6日，蔡飞等民警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人员查扣了孙世
明门市里全部货品并一一抽检，接着带孙世明去物流市场的存货点，对
储藏的货品也全部扣押。孙世明翻着白眼叫屈：“国家哪条规定不能加
保鲜剂哟？加点保鲜剂有啥不得了，清水洗洗不一样吃得上好？”

蔡飞差点被气笑了：“照你这么狡辩，还有‘超标’添加一说吗？”
万幸的是，由于食药环支队及时介入侦，孙世明出售鲜竹笋的时间

不算长，流入市场量得到有效控制，大多数货品已被扣住。接下来，该
由哪个机构来出具专业鉴定结论？

一组民警顺着孙世明的进货渠道追到宜宾竹海，孙世明的供货商
老王一听赶紧摇头：“我卖给他竹笋，又没喊他乱添加，不关我事哈！”

蔡飞等人四处了解，得知某大学的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储藏保鲜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这是一家响当当的国家级专业鉴定机构。他
立即指派柯巍拿着区市场监管局的抽检报告赶去该大学所在地。

评估实验室专家仔细看了抽检报告，表示同意出具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报告。2022年3月2日，评估实验室出具书面意见：孙世明
销售的鲜竹笋属二氧化硫严重超限量值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
品，人长期或大量食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
食源性疾病。收到鉴定报告，全支队吃了定心丸：这下嫌疑
人可脱不了手了！

接着，食药环支队依照法定程序将案件移送南岸区检
察院，再到南岸区法院，一切就绪等着开庭审理了。没想
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四
竹笋可口

孙世明的律师质疑：该大学下属这所机构是专业的国家级的，可是
他们有从事司法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的资质吗？目前这份鉴定报告有
法律效力吗？

偏偏这家机构没有办理执业证件。检察官焦麻了，法官也焦麻
了。食药环支队内部也出现两种声音：反对起诉、支持起诉。两派人数
几乎一半对一半。

反对派出言犀利：办案子不讲情怀讲证据！你们可以说服我们，可
你们怎么说服检察官和法官？孙世明的行为是否犯罪由谁来认定？如
果没有合法机构出具鉴定结论，那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予行政处罚。

支持派毫不相让：我们怎么不讲证据了？没有判例就不能判不敢
判吗？如此大量超标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还不叫犯罪，那要加多少才算
犯罪？你家老人小孩不吃竹笋吗？你自己不吃竹笋吗？

针尖对麦芒不可开交之际，蔡飞开口了。是，我也有趋利避害的本
能，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有人赚黑心钱，我们就是要敢为人先，
冒着执法风险也要管。竹笋是重庆市民喜欢的食品，如此
高剂量添加，难道我们食药环民警不管？

“有啥好争的？继续找证据！找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了
解咨询、上网查询农业农村部文件规定，一定想办法找到法
律依据！”一直沉默的支队长罗翔斩钉截铁。

终于，经过多方查询，通过农业农村部《关于新增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及实验站的通知》中公布的已
建实验室和实验站资料，再与之前文件中公布的资料比对
后得出结论：西南大学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储存保鲜质量安
全风险实验评估室一直保有鉴定资格。也就是说，完全能
够确定这份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一波三折后，案件尘埃落定，犯罪嫌疑人孙世明被送上法庭。南岸
区法院审理认为：孙世明的行为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鉴
于其坦白交代及有悔罪表现等综合因素，2022年12月28日，南岸区法
院对孙世明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七万元，对涉案的
四万多斤方竹笋予以没收，禁止孙世明在缓刑考验期间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及相关活动。

“今天好凉快……”晚上，罗翔一眼看见蔡飞路过门口，忙大声招
呼：“喂，分局门口那家老火锅，吃了再回去吧？”

“今天烫鲜竹笋不？”知道罗翔喜欢烫竹笋，蔡飞便打趣。
“当然烫！我们打击食药品领域不法行为，就是为了让家
家户户能放心吃喝！”

“好，你请客，我买单！”蔡飞笑出声来。
“二位领导，我搭个偏偏可以不哦？”雷朦一听有火

锅，马上蹭过来。
“要不，我也陪同就餐？”柯巍涎着脸跟上。

“算了今天不留你们了，加班这么多天，赶
紧回去陪媳妇吧！”罗翔狡黠一笑。

（文中除民警外其余人皆化名）
（工作单位：重庆市公安局）

检察官查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