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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为支持者,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及常务理事金

海称,现行乳业标准符合中国国情,“如果我们的检测标准明天

就向国外看齐,那80%的牛奶得倒掉,大多数消费者将喝不到牛

奶,甚至还会有七成奶牛散养户杀掉奶牛”。(6月27日《京华

时报》) 乳业标准应与国际相符,这种说法没有问题。当前奶

业的国情是,小而散的种养模式从源头上制约了乳业水平。全

链条的生产水平的低下,就无以拔高生产标准。说穿了,食品安

全标准偏低,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当前生产,照顾生产环节的需求

使然。提高标准将意味着现行的生产条件达不到,很多奶农和

企业的利益会受到损失。 从利益相关方的角度,为低标准辩护

倒也可以理解。但“喝奶比标准更重要”却是违背常识,本末

倒置在需求和安全之间,谁更重要不言自明。假若一种东西没

有安全,如同废品甚至毒品,这就不是需要而是危害。如果按“

牛奶推广论”的逻辑,岂不是为了解渴,就可以不管水是否清

洁? 国情不应成为、不能成为食品安全标准的挡箭牌。不能因

为生产水平低下,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恰恰更

应提高标准用以促进生产。如果以顾及生产水平而降低标准,

这等于是用人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人的体质都变差了,

健康都没有了,经济发展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 就现实而言,用

国情作为低标准的借口,其实很难站住脚。作为一个出口型国

家,包括乳品在内的很多“中国制造”都能走出国门,达到国际

甚至更高的标准,这足以说明现行的生产水平并非宣传中那么



低下。所不同的是对外和对内所采取的标准和态度。 为推广

牛奶而漠视标准,无异于饮鸩止渴,这种思路与理念比低标准的

牛奶还可怕。虽然现在国内奶业发展迅速,“人人有奶喝”也

从“梦想成为现实”,但必须看到,如同粗放经济发展带来的“

痛楚”一样,“低质如水”的牛奶对群众的身体并没有多大的

好处。 饮奶不如喝水,这都是低标准惹的祸。漠视民众安全是

不道德的,故“扩广论”只有利益考量,毫无道德含量。思路决

定出路,当务之急应是正面群众安全需求和利益诉求,提高标准

以达到质量保证。由此而言,农业部正在着手制定生乳分级标

准,也算是对问题的正面回应吧。 编辑推荐： #0000ff>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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