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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标准”该谁说了算
虹鳟鱼是不是三文鱼，也许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如果说虹鳟鱼可以生吃，也没问题，只要

能出具明确而详尽的检验检疫证书即可。只不过虹鳟鱼和一般意义上的三文鱼还是有差别
的，如果商家非要卖一个价，那消费者当然不能同意。

□萧然

日前，《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发布，明
确规定了三文鱼的定义，标准规定“三文鱼
是鲑科鱼类的统称，包括大西洋鲑、虹鳟、银
鲑、王鲑、红鲑、秋鲑、粉鲑等”。前段时间备
受争议的虹鳟鱼在这个团体标准中也正式
被归入三文鱼行列。（8月13日《晶报》）
据报道，8月10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三文鱼分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国际三文
鱼产业发展论坛在青海举行。会议公布了
《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由13家业内企业参
与起草。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的相关内容总

结起来就是：在“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三文鱼分会”这个刚成立的团体里，三文鱼
和虹鳟鱼变成了同一种鱼。
很多人再次“蒙圈”，又提出那几个问

题。比如，这种说法可不可以？简单而言，外
国三文鱼主要是指大西洋鲑和太平洋鲑，属
于“海鳟”，“国产三文鱼”虹鳟是淡水鱼，它
们同科，但不同属。它们是否都能生吃？其
实，只要鱼的相关标准符合要求，都可以吃，
跟是不是三文鱼无关，也跟海鱼或者淡水鱼
无关。如果能吃的话，有什么区别？虹鳟鱼和
一般意义上的三文鱼在活着的时候，差别非
常大，从外形即可区分。但做成刺身之后，两
者很接近，包括口味在内，一般人很难区分
差异。而且，双方价格差别很大，据报道，在
杭州批发市场上，进口三文鱼一斤批发价格
约55元，虹鳟鱼则是30~40元，两者价差最大
时接近一倍。
这里需要明确，我国各类标准，按照应用

范围等级，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又分强制性标准和

推荐性标准。而此次《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
只要自我声明公开后就可以使用，不具备强
制性和任何法律效应。换句话说，这个《生食
三文鱼》团体标准，主要就是团体内部成员约
定采用，团体之外可自愿采用。如同专业人士
所言，团体标准也可能是利益相关方达成一
致的协议。从这个角度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参与制定《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企业中，
看到了几个卖虹鳟鱼的厂家的身影。
“三文鱼标准”关键还得看消费者服不
服。从消费者立场来看，虹鳟鱼是不是三文
鱼，也许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如果说虹鳟鱼
可以生吃，也没问题，只要能出具明确而详
尽的检验检疫证书即可。只不过虹鳟鱼和一
般意义上的三文鱼还是有差别的，如果商家
非要卖一个价，那当然不能同意。在此提醒
购买时，千万要注意“看清产地”。相关职能
部门也应当主动介入，不能再对协会、企业
和舆情之间的互掐作壁上观，应主动为消费
者澄清疑虑，并且做好监管，以维护良好的
市场秩序。

火车晚点信息可否一对一精准发送？

对“山寨”天气预报，不能放任自流

■观察家

巷 议

近日，一则“医院变成暖心‘旅
社’”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为给患者家
属提供住宿场所，武汉亚洲心脏病医
院已连续第九年每晚开放医院大厅，
供患者家属打地铺，高峰时段有近
200名家属在医院过夜。（8月13日《北
京青年报》）
一家医院连续九年每晚开放医

院大厅，供患者家属打地铺，保洁人
员每天还会对大厅做清洁工作，会喷
一些驱蚊虫的药；保卫科每天也会安
排一名保安值守，对病人家属进行登
记，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确实相当不易，因为此举不但无
法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收益，反而会增
加水电、人员等运营成本。医院小小的
举动却温暖了病患及其家属的心，赢得
了他们的称赞。这其实也具有某种示范
意义，其他医院也应根据自身特点，推
出更多为病患考量的暖心服务，为建
设和谐医患关系增砖添瓦。 夏熊飞

菜系“扩容”
别为评选而评选

□何勇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
博发布，2018年8月13日7时许，京沪高铁北
京南至廊坊间发生设备故障，导致部分列车
晚点。铁路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正在组织
处置。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表
示歉意。（8月13日人民网）
因暴风雪等恶劣的天气，或者因设备故障，
不可避免会发生火车晚点事件。但火车晚点事
件发生后，对于广大旅客来说，最迫切的就是想
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火车到底什么
时间能够到站、发车等详细信息。如今，火车晚
点事件发生后，铁路部门已不再局限于在火车

站通过广播向旅客发布晚点信息，还利用互联
网手段，通过官方微博、官方公众号及时发布。
这当然有利于满足旅客知情权，有助于平复旅
客心中的焦虑情绪，不失为一种进步。但也要看
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铁路部门向旅客传递火
车晚点信息，除了广而告之之外，还应实行一对
一的精准传播，真正增强传播效应。
数据显示，目前通过互联网渠道购买火车

票的乘客已超过70%。按照火车票网上售票的
制度设计，旅客注册账户均与手机号码捆绑。
换句话说，铁路部门或第三方购票平台能清
楚知道通过互联网购票的旅客的手机号码。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火车晚点情况，铁路
部门在传播信息时，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
方式一对一精准发送给旅客。
相对而言，铁路部门的官方微博、官方公众
号的工作性质强，粉丝量有限，转发和阅读量也
不是足够高。因此，还应考虑精准传播，一对一
给旅客发送火车晚点信息，使其能更科学、合理
地安排出行时间，避免在火车站等候时间过长。

□杨玉龙

提前看看天气预报，已经成为了很多人
的生活习惯，尤其是节假日出门游玩，更是
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但除了气象部门，现
在还有很多专门的天气预报软件或网站，而
不少市民在使用时却发现，预报内容属于
“各报各的”状态。同样的天气，怎么预报不
一样呢？（8月13日《北京日波》）
天气预报也“山寨”，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各
类天气预报APP的出现，虽然方便了用户查询，
但存在要素不准确、预报内容不全面、预警信息
不规范、信息传播不及时、来源时间不明确等一
系列问题，给群众造成了混淆和不便。而一些预
报之所以不准，在于应用平台自己“算”天气，通
过网络获取大量的气象信息数据，基于不同预
报模型的算法，提供不同的预报。
《气象法》规定，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
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

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
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
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
害性天气警报。可见，天气预报并不能任意
发布。根据《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
规定，应当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
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预报，并注明气象预报
发布的气象台名称和发布时间，不得自行更
改气象预报的内容和结论。所以，互联网企业必
须遵法行事，切莫发布“山寨”预报。
因此，天气预报中存在“山寨”乱象，亟待相
关部门加强监管。根据《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
理办法》，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的，将由有关气
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另一方面相关企
业从事气象信息服务,法律虽不禁止，但要在
管辖地的气象主管机构备案，更须牢记，即便
免费提供天气预报也不能免责。

近日有关八大菜系变34地域菜系
的消息引发关注。据报道,中国烹饪协
会明确表示,将“研究新的菜系评价体
系,确立以省级行政区域划分的地域
菜系内涵”。（8月13日《新快报》）
“八大菜系变34地域菜系”,这一
大手笔新动向,一经爆出便激发了网
友的浓厚兴趣。其实，“八大菜系”作
为一个菜系分类体系，自始至终都是
单独存在的。让更多的小众菜系为更
多人所熟知 ,这也许就是“34地域菜
系”评选最直观的功能。不过，说到底,
最终还是吃客的口碑而不是官方的
“身份”,来决定某某菜系的处境与前
景。光凭“34地域菜系”,托举不起地方
菜系发扬光大的雄心。所以,鼓励美食
文化也好,确认地方特色也罢,其根本
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评选而评选。然玉

医院成“旅社”
也是一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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