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6日讯 昨晚，
市民李小姐在长沙岳麓区一
家“锦和连锁超市”内购买了
两袋面包，回家后却发现生产
日期为9月26日， 难道面包玩
“穿越”？李小姐担心这种“早
产面包”质量存在问题，影响
到其他消费者的健康，便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96258反映。

惊奇的是， 记者追访发
现， 该连锁超市均有售这种
“早产面包”，超市店主长期销
售不以为然， 而面包商更称，
“整个行业都是提前生产”。

气愤市民：
超市里买到“早产面包”

“当时面包正在上架，我
还很高兴遇到新鲜出炉的。”
25日晚， 李小姐找到超市，却
得到老板回复，“他说‘你不买，
后面还会有很多人买，大不了
你退货。’” 李小姐很气愤，“我
担心黑心商家为延长面包销
售时间， 将过期面包进行涂

改，却不小心改早一天。”

超市老板：
从来就如此售卖

25日晚接到电话后，记者
迅速赶往李小姐所说的位于
桐梓坡西路的“锦和连锁超
市”。货架上，李小姐所购买的
名为“面包日记”的面包摆放
了近两百个， 生产日期均为9
月26日，保质期15天。

25日为何会出现26日生
产的面包？ 店长匡先生称，他
是超市的第三任老板，超市货
源都是前两任老板联系好的
商家。从他接任以来，店里“面
包早产” 的情况就一直存在。
“除了有人说没到15天面包就
发霉外，没人吃出问题。”匡老
板笑笑说。

在记者要求下，超市老板
将店内所有“早产面包”下架，
并表示不再进购该厂家的产
品。事后，记者调查发现，该连
锁超市均有售该品牌面包。

生产商：
“早产”属行业规则

“早产面包”由“长沙市雨
花区陈浩食品店”生产。面对
记者质疑， 面包生产商陈浩
称，“他（超市）那里可能卖完
了，我们才发货出去。今天是
25日，本来货是明天早上发出
去的， 明天送货就确实是26
日。”他不以为然地说，整个行
业都是提前生产。

当记者告知， 按相关法
律，喷码应该印当天生产的日
期时，陈浩笑笑说，“这是消费
者的盲点，以为打印日期就是
生产日期。 长沙城这么大，送
货的地方又多，哪个厂家可以
一早发几万个产品出去。”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给
长沙市食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将派执法人员查处。本报将持
续关注此事进展。
（李小姐提供线索，奖励 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谢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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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健康， 选了比较贵的
营养餐， 没想到一口咬下去，这
个糊糊状的菜， 咸咸甜甜黏黏
的，好难吃，一问才知道是月饼。
现在中秋节都过完了，学校竟然
拿滞销的月饼变个戏法再卖！”
小李在长沙市宁乡县云帆实验
中学就读，9月25日，该校食堂推
出了“青椒炒月饼”，被学生喻为
“奇葩食堂菜系”的扛鼎之作。但
是大量月饼的来源引起了学生
的质疑，有学生致电本报投诉。

记者调查发现， 该校售卖的
月饼无QS标志。 宁乡县工商局
称，如果学校进行二次销售，涉嫌
违规。

滞销月饼成了营养餐

投诉的学生小李就读于长沙
市宁乡县云帆实验中学， 这是所
封闭式管理的复读学校， 一日三
餐只能在学校食堂解决， 伙食从
价格上分为普通餐和营养餐两个
标准。 小李说，“同学们复读很辛
苦，为了保证营养，有的人选择比
较贵的营养餐。”

昨天中午， 小李发现餐盒里
面多了一样糊状菜，“从没见过这
个菜，我用筷子戳了戳，有点像糯
米。我问食堂阿姨，她们只一个劲
地笑，催我尝尝，保证好吃。”小李
回忆当时的一幕，不禁皱起眉头，
连连摇头，“当时很谨慎，舔了舔，
咸咸辣辣的。一口咬下去，天啊！

竟然是甜的，还有点黏，一瞬间各
种味道糅杂在一起， 那是种说不
出的难吃。” 最让小李质疑的是，
“这么多月饼怎么来的？能吃吗？”

记者随后来到学校了解情
况， 学校副校长黄先良称是为了
不浪费，“中秋节时， 买了一些月
饼放在学校商店，节过完了，月饼
没卖完， 于是将卖剩的做菜卖给
了学生。”

工商：二次销售涉嫌违规

记者随后找到了储存月饼的
仓库看到， 月饼系宁乡玉潭镇沙
河饼屋制作，经过了简单的包装，
没有QS标志，部分月饼包装袋甚
至没有密封好。 这些月饼是否安
全？ 记者随后将学生的担心反映
给当地教育局和工商局。

宁乡县工商局副局长卢波表
示，“根据今年3月份通过的最新
的小作坊管理条例，前店后厂的小
作坊可以现做现卖，若直接卖给消
费者，则不需要QS认证，但是如果
学校进货，再进行二次销售，就涉
嫌违规。因为小作坊制作的糕点保
质期一般都不长， 对保存的温度、
湿度有比较高的要求，二次销售不
容易达标，所以涉嫌违规。”

宁乡县工商局和宁乡县教育
局已介入此事，进一步调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韧 实

习生 谢雅文 霍远明
张洋银 彭敏

月饼滞销变戏法，做成“青椒炒月饼”
食堂“奇葩菜”遭学生吐槽：咸辣甜黏，难吃 工商：二次销售涉嫌违规

日期玩“穿越”，“早产”潜规则？
超市店主和厂商均不以为然：整个行业都是提前生产

校 方 后
勤工作人员
向记者展示
月饼。
记者 曾韧 摄

消费者购买食品时一定要看清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
质期、成分、QS标志。一旦购买到问题产品，必须保留购物
小票等证据，可向12315投诉或走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 法规连线

伪造生产日期最高罚1万

《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
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
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同时，《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食
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得伪造，否则，都将被处以500元至
1万元的罚款。

… 提醒

“早产面包”让市民李小姐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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