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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几天来，本报有关校园周边店铺
“小零嘴”卫生现状的报道引发的关
注持续升温。昨日，市场星报记者兵
分数路，跟随合肥食药监部门的执法
人员一起，对校园周边“小零嘴”进行
集中检查行动。

校园“小零嘴”问题有多严重？且
跟随市场星报记者的镜头，全方位向您
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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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检查中，市场星报记者

得知，学校附近的“小零嘴”主要来源

有两种，一种是校园周边的“小卖部”，

另一种则是通过流动小推车流动出

售。而其中，对流动小推车的管理，属

于城管部门的职能。

随后，市场星报记者将调查中存

在的小推车现象向庐阳区城市管理局

进行反映。昨日下午，庐阳区城市管

理局向记者作出了反馈：将结合《市场

星报》的稿件，即刻开展针对校园周边

小推车的集中整治行动，整治结果将

及时向市场星报记者进行反馈。

故事一：
女儿丢了，身怀六甲的母亲被拐卖

2013年12月，一家寻亲网站的志愿者

向我省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名四川

籍的妇女曾某，可能被拐卖到我省淮南市

凤台县。”

接到这条线索后，省公安厅打拐办立

即向淮南凤台警方下发督办线索，当地警

方立即展开调查，并很快有了结果。在凤

台县新集镇，真的有一个名叫曾某的阿姨，

这个曾阿姨正是网友提供线索中的曾某。

曾阿姨是重庆人，嫁到山东。出嫁后，

她先后生育了3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24年前，她带着女儿一起回娘家，当时

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在成都火车站，3岁

的女儿丢了。

发现女儿丢了之后，曾阿姨承受不住

打击，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碰到了

人贩子，精神恍惚中，身怀六甲的她，被人

贩子拐卖到淮南凤台农村，卖给当地的农

民为妻。几个月后，她在凤台产下二女儿，

后来又在当地生了一个儿子。

警方通过大量工作，找到了曾阿姨失散

多年的亲人。2014年1月，她的两个儿子从

山东赶到安徽，见到了失散24年的母亲。

故事二：
舅舅临终吐露，你是我从合肥抱养的

7月3日，@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 发布

了一条微博，“朱某寻亲：1976年4月3日左

右，朱某的生母在安徽省合肥市妇幼保健

院将其刚出生不久的男孩朱某通过熟人介

绍送给一位在省军区工作的同志抚养。现

朱某已成家立业，非常渴望与自己的亲生

母亲相认、团聚。请大家一起帮忙，圆其家

人团圆梦想。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电话：

0551-62801859 ”。

已年近40的朱先生，至今仍然不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身在何方！

朱先生在徐州长大、生活、工作，他一

直认为自己是徐州人。“你是我从合肥妇幼

保健院抱养的！”2年前，在合肥工作的舅舅

在临终时，告诉他这个消息。从那以后，朱

先生就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路。

他来到合肥寻亲之后，警方及相关部门

给予极大的支持，陪同他一起翻阅妇幼保健

院几十年前的老档案，可惜没有得到结果。

几十年已经过去，人海茫茫，想要和亲

人团聚，谈何容易。在这里，我们只能真诚

地祝愿朱先生，早日找到亲人。

警方提醒：
一旦孩子丢失，赶紧报案，采集DNA数据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打拐办主任项慧敏

告诉记者：“拐卖妇女儿童，除了以前的‘拐

卖儿童为人子、拐卖妇女为人妻’，现在又

出现新型犯罪，包括拐卖妇女卖淫、拐卖儿

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近年来，该类型案

件的发案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除了被拐卖的案件之外，也有儿童

走失等非案件情况，导致家庭骨肉分离。

项慧敏介绍，“一旦孩子丢失，一定要赶

紧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采集DNA录入

全国数据库，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找回

孩子的几率。”因为警方还有一个“来历不明

儿童摸排工作机制”，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

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有来历不明的儿童，比

如流浪儿童、抱养儿童等，会立即采集DNA

数据，并进入全国数据库进行比对。在这种

情况下，只要双方都进行了数据采集，亲人

团聚指日可待。

记者同时还了解到，2009年4月9日，

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专项行动，同步建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

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截至目前，

我省已通过该数据库成功比对42例。

执法人员在双岗小学周边检查“小零嘴”

报道引重视，执法人员邀市场星报记者彻查校园周边“小零嘴”

棒棒糖漂亮到“可疑”QS认证形同虚设

9 月 4日上午 9时，瑶海

区，市场星报记者一行五人前

往合肥市螺岗小学附近进行

突击检查。“这里属于城乡结

合部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一直比较突出。你们报道的

‘问题麻辣条’，我们去年就查

获了好几千袋。”工作人员说。

市场星报记者看到，很多

零食铺、小旅馆、文具店和面

点房，都和学校结伴为邻。

由于学生和家长的热情

光顾，路边摊的人气一般不会

差。“暑假两个月里，校园周边

的零食铺生意普遍冷清，很多

店铺干脆暂停营业。现在学

校刚刚开学，他们大量进货，

生意又红火了起来。”瑶海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科郝志

强说。

执法人员：
城乡结合部
是问题零食的重灾区

佳节来临，很多寻亲者依旧在路上
我省已通过DNA数据库成功比对42例

点开“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的官
方微博，一条条寻亲信息映入眼帘。在
即将到来的团圆佳节，在我们和亲人欢
聚一堂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奔波在寻
亲的路上。

市场星报记者昨日从省公安厅刑
侦总队打拐办获悉，从2009年建立全
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失踪儿童DNA
数据库至今，我省已通过该数据库数
据，成功比对42例。这意味着，已有42
个家庭通过DNA比对找到了亲人。

记者 王涛

市场星报记者走进一家招牌为“文具日

用百货商品店”的店铺，大大小小的零食从

里屋一直摆到门口。“没有你们要查的麻辣

条，我们只有一些薯条、棉花糖等‘小零嘴’，

都是从长江批发市场正规渠道进的货。”面

对突击检查，店主有些紧张。

在这家百货商店里，记者随手从身旁货

架上拿起一支棒棒糖。不同于普通的球形棒

棒糖，这种棒棒糖由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串

烧棉花糖”串接而成，从食品标签上看，该棒

棒糖内包含“柠檬黄”“亮蓝”“惑红”等12种

食品添加剂。“小孩子对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

食物几乎毫无抵抗力。”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将对店内部分商品的质量进行检测。

镜头一：“漂亮”棒棒糖添加剂多

尽管食品有生产许可认证，但商家却不知

道它的“出生日期”。在离螺岗小学只有几步路

的一家店铺内，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在靠墙的一排货架底部，记者看到了臭

名昭著的“问题麻辣条”。在标注着“QS”标

识和“信誉品牌”的包装袋背面，一团黑乎乎

的麻辣条挡住了食品标签，让人无法看清配

料成分。

市场星报记者试图寻找它们的生产日期，

经过艰难寻找，只发现包装袋的边缘有一圈数

字编码，分别标注了3个年份和12个月份。工

作人员随即对这些食品进行了查扣处理。

镜头二：麻辣串有“QS”标识，却不知啥时“出生”的

昨日上午9时许，另一路市场星报记者跟

随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来到合肥

市四十七中附近，探寻这里的“小零嘴”现状。

走进校门口一家“小卖部”，老板很快走

上前来：“我们这的货都有QS认证，都是正

规渠道进来的，绝对没问题！”乍一看，果然如

老板所说，该零食店内的商品基本包装完整，

生产许可认证、日期一应俱全。

这时，细心的执法队员掏出手机，通过

网络，现场查询店内食品的QS认证编号，发

现其中几款商品QS认证显示无法查询。执

法人员对QS认证无法查询的几款“小零嘴”

实施了暂扣，回去核查后如确认商品属于造

假，将依照规定做出处罚。

镜头三：包装标注了QS认证，网上却查询不到

昨日上午10时许，双岗小学。

在一家小卖部中，一款名为“酸到

你活该”的糖果，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

意，散装糖果的外包装上，QS认证、生

产日期全部看不到，而在盛放糖果的大

盒子外，赫然标注着糖果的生产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0日，保质期为 200天，

按照日期来算，这盒糖果是标准的过期

商品。

“这个商品违反了三个规定，首先

它没有明确标注食品的主要属性；其

次，商品的外包装上相关标注不全；最

后，这是一款过期商品。”随行的庐阳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食品的张局长向

记者介绍。

很快，执法人员做出处罚，这家商店

的营业执照被暂扣，等待后续处罚。

城管部门参与“小零嘴”整治

镜头四：
早已过期产品，依然上架热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