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嘬一口1982年的拉菲，再品一只
1967年的凤爪，你能想象得来那酸爽
滋味吗？

从6月到7月，僵尸肉的消息在
网络持续刷屏。

10日上午，食品安全资深记者洪
广玉发文称“僵尸肉或为假新闻”，再
次引发公众关注。

僵尸肉的消息到底从哪里传开？
它是否真的存在？如何冷藏、走私、售
卖？它从哪里来，又流向了哪里？

39.6%单独夫妇打算生二孩
何时全面放开二胎？
卫计委称正“抓紧推进”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

长杨文庄昨日透露，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今年

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有再生

育打算，与2013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杨文庄表示，

生育行为受经济收入、抚育成本、住房、教育、就业、健

康、年龄等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国家卫计委 10 日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的有关情况。

杨文庄介绍，“十二五”以来，中国总人口继续增

长，2014年末达到13.68亿人，受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生

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初生人口从 2010 年 1592 万人增

加到 2014 年的 1687 万人，保持增长态势。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14

年的15.5%，总量达到2.12亿人，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

人占比高，60~64 岁，超过 30%，高于发达国家 26%的

水平。初生人口性别比连续六年降低，2014年比2013

年下降1.72%，降至115.88。

杨文庄介绍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方面情况：有 40%

左右有再生育的打算。2014 年国家统计局变动抽样

调查显示，目标人群中 43%有再生育的打算，今年初，

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有再生育

打算，与2013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

杨文庄指出，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大多数生

活在城镇，生育行为受经济收入、抚育成本、住房、教

育、就业、健康、年龄等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再

生育的行为更加理性、更加谨慎。

全面二胎何时放开？杨文庄表示，正按中央要求

“抓紧推进”有关工作。这是近半年来卫计委官员第6

次回应“全面二胎”问题。此前表态多为“没有时间

表”，而这一最新回应则释放出积极信号。

河南外逃官员
被缅甸武装组织逮住
发一支枪去巡山

星报综合报道 外逃官员逃到国外后的生活真的

很好？也许未必。河南省沁阳市原供销合作社农业生

产资料公司经理兼渠沟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徐国旗，在

沁阳市看守所吐露了自己出逃的苦涩，他逃到缅甸后，

曾被当地武装组织逮住，跟着他们巡山。

7月10日，记者获悉，徐国旗在任职期间，将十八里

购销站门面房租金25万元用于个人做生意。2013年5

月，他逃至缅甸。

他归国后坦言，当时他做生意亏本后，带着妻子、

儿子一起逃到缅甸邦康，本想着那边的钱好赚，不想康

邦的治安环境那么差，刚到康邦便被当地的一个武装

组织逮住。按照规矩，当时他被发了一支冲锋枪，“我

背着枪就跟着他们去巡山了，里面荷枪实弹，吓得我胆

战心惊。”

徐国旗说，后来他们一家被关在一间几十平米的

房子里，不敢出门，“有一次，我到菜市场买菜，突然听

到枪声，吓得我拔腿就跑。”

因为一出门总觉得有人盯梢，再加上不懂当地的

风俗习惯，特别害怕得罪人家，所以徐国旗全家白天基

本不敢出门，也不跟人打交道。

徐国旗说，钱在缅甸花完后，决定潜回国内。到了

新乡后，租住在一个小区的阁楼上。

“为维持生活，我偷偷在一个彩印厂给人家打短

工，干的是搬运工的活，每月只挣 1000 元出头。明

知老板给我的工资少，也不敢吭声，生怕人家发现

我的身份。”

后来，徐国旗又到一个焊接公司，干运货、验货等

体力活，经常是忍气吞声。他说，走在街上，每当碰上

警察、警车都不敢看，总是转过脸远远地绕开。

“今年 5 月 15 日，我正在厂里上班，当公安人员把

我叫过去亮明身份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一天终

于来了，跑了两年，确实太累了，从缅甸回国，才感觉到

中国实在太好了。”

“僵尸肉”报道被质疑为假新闻

48年的凤爪真的存在?

先来看看僵尸肉的新闻是如何流传开的吧。

据洪广玉溯源，6 月 2 日新华网长沙报道，长沙海

关在 6 月 1 日现场查扣了来自印度的 20 吨冻牛肉，这

成了走私冻肉消息的开山之作。

紧接着，6月3日新华网北京报道，海关总署6月1

日在全国14省份统一行动，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抓

捕，打掉21个团伙，查封走私冻品价值30亿元。

一个关键节点发生在 6 月 23 日，新华网长沙发表

了一篇名为“走私僵尸肉蹿上餐桌谁之过？”的稿件，文

中显示“一些走私冻肉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竟然长

达三四十年”，并称“ 80后缉私人员在广西某口岸查获

了70后冻肉”。

之后，僵尸肉说法广为流传，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

道，各地食品药监部门也开展了排查行动。

据报道，“一些走私冻肉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

竟然长达三四十年”这句话在新华网报道发布 5 小时

前，正是侨报网报道的“僵尸肉”组图的图注原文。而

侨报网依托美国《侨报》，是美国的一家华文网站。

7 月 2 日，新华网再次发表文章，提到南宁警方曾

经查获过1967年的冻鸡爪。

这一消息在2013年7月的温州商报上也曾出现。

洪广玉称，他就此先后电话采访了长沙海关缉私局

副局长杨波、广西南宁海关宣传科的张姓科长、广西南

宁公安局宣传科吕姓负责人，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他们

在工作中从未遇到、也没有任何官方机构查获并公布所

谓“封存三四十年冻肉”的消息。

这个“封存三四十年”的僵尸肉到底是不是个乌龙

呢？1967年的僵尸鸡爪到底存在吗？还是个谜。

剧情真的逆转了吗？

找个冷库，冻上三四十年再把肉卖出去，到底是赚

是赔？不少人质疑冷冻成本高过肉价。

据报道，一位天津媒体记者对天津冷库走访调查，

按天津冷库的平均价格核算下来，冷冻储藏成本可能

比肉本身的价格还要贵。

而一位冷冻行业人士计算，冻品冷藏在中国的成

本大约为 100 元/吨/月，40 年冷冻成本为 4.8 万元，认

为这不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则。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

波表示，肉类存储三十年成本很高，几乎不大可能存在。

中国农业大学另一名研究食品安全的专家也表

示，肉龄长达三四十年的肉自己从未见过。

但以上数字跟新京报记者调查结果相去甚远。

一位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人员表示，冷冻成本约为

每吨17元/年左右。

据称，通过初步采访已经明确了陈年冻肉的来源

和流向，僵尸肉多为国外替换的战略储备物资，与盈利

性冷库需要考虑仓储、电费不同，这种战略储备肉的储

藏成本非常低廉。反正没人买，处理掉还要花钱，还不

如便宜点卖给上门求货的经销商。

而新京报还发现，这种战略储备肉，“从香港入关

后，主要销往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市，分销时也会避开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重点向二三线城市的餐馆供

货。目标客户就是小餐馆。”

一位接近分销渠道的知情人士称，售价低于

30~40 元区间的牛肉，就有这样的嫌疑。

僵尸肉的冷冻成本是多少？

据了解，出于战略储备和稳定价格的需要，各国都

会主动将大量肉类冷冻储存，我国规定战略储备肉的

承储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储备肉轮换。冻猪肉

原则上每年储备 3 轮，每轮储存 4 个月左右。冻牛、羊

肉原则上不轮换，每轮储存8个月左右。活畜原则上每

年储备3轮，每轮储存4个月左右。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介绍，“对于战略储备

肉，各个国家规定有不同，但战略储存肉过了储备期，

并不等于它不能吃，这是受时间和储存方法的影响，得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超期的战略储备肉不能再食

用，还会用作宠物饲料、高级粪肥，或者集中销毁。

在国外，查获保存数十年走私冻品情况确有发生。

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查获走私“战略储备肉”

已冷冻35年》一文在中国新闻网上刊发，文章称俄罗斯

内务部经济安全局11日在俄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德州破

获一起肉制品走私案件，查获的“战略储备肉”来自美

国、巴西、比利时、加拿大和阿根廷，经乌克兰走私进入

俄境，侦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些肉已冷冻了35年。

“从理论上来讲，极低温下冷冻保存，肉品中的细菌

等微生物受到抑制，只要保存条件足够好，也不一定会

有安全风险。消费者倒也不用过于恐慌。”科信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阮光锋在“僵尸肉”被热炒后曾

撰文分析，“僵尸肉”与一般过期冻肉相比，只是营养品

质更差，而安全风险与后者是一致的。

“其实，‘僵尸肉事件’中最大的安全问题在于走

私。由于是走私肉，其来源不明，没有经过正常的检验

检疫，且它的运输和冷冻保存条件不完善，才有了很多

新闻报道里提到的‘很多肉都臭了’、肉腐败了。所以，

即便不是冷冻几十年的肉、而是新鲜肉，也不能确保其

安全性，食用的安全风险依然很高。最好的办法是不

要买、也不要吃。”阮光锋解释道。

媒体6月24日曾报道，广西边境一带的走私冻品通

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来搬运，通常有近10个小时只能使用

棉被等简易的保温措施进行保温，走私冻品的温度无法得

到保证，容易因高温出现腐烂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认为，现在各方对“僵尸肉”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

的，但更需关注这背后的系统性问题，即冻肉走私。

“过度报道‘僵尸肉’，其实是把大家的目光给引开

了，我们能想到的，跟利益驱动的违法分子能想到的，

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他们为了百分之两百、三百

的利润，能想出无数个招数，比我们要多，所以我们不

要只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个问题，冻肉要冻三十年，我

觉得成本也是很不划算的，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是回答

不了的，还是得看事实，看公安和监管部门是不是查到

了，有就是有，没什么好否认的，即便有也不可怕，我们

就要从长效机制来应对。”胡颖廉说。 星报综合

真正风险在于“冻肉走私”：
食用的安全风险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