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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其色泽：一般来
说，质量好的油色浅，质
量差的油则颜色深 （香油
除外）。凡是颜色很深很暗
的油，多是潲水油，最好
不要买。茶油虽然也是深
黑色，但它色泽亮，且气
味独特，一闻便知。

2.看透明度：质量好
的植物油透明度高，水
分、杂质少。

3.看沉淀物：一般来

讲，质量好的油无沉淀和
悬浮物，黏度小。

4.看分层否：若有分
层则很可能是掺假的混杂
油，其中芝麻油掺假较多。

5.闻其气味：质量好
的油除有植物本身的气味
外，一般没有其他异味。
潲水油一般都有一股怪
味，不过有时候也难以闻
到。在买油时，可以适当
蘸一点油放在手上磨一
磨，磨开以后再去闻，辨
别它的气味是否正常。

6. 品 其 味 道 ： 如 有
苦、辣、酸、麻等味感则
说明油已变质，有焦煳味
的油质量也不好。

7.看其商标：特别要
注意有无 QS 标志，以及
保质期、厂址和引用质量
标准代号等。

晚综

■延伸阅读

“潲水油”的鉴别方法

好油炸 （左） 和废油
炸（右）的对比。

重庆市食药监局日前发出公告，对5家涉嫌回收使用“火锅老油”的火锅店立案
调查，针对重庆火锅行业新一轮整治由此揭开。

重复回收使用的所谓“火锅老油”，其实就是和地沟油同属回收油的“潲水油”，
因危害人体健康早已被明令禁止使用，在重庆火锅行业却是多年来禁而不绝。记者调
查发现，使用“潲水油”可以获得暴利且难以被发现，违法成本极低，亟待从源头上
加强整治，避免“潲水油”流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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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潲水油”有百害而无
一利，在重庆火锅行业却是
公 开 的 秘 密 甚 至 “ 潜 规
则”。有消费者惊呼，老百
姓想吃顿安全放心的火锅怎
么就这么难？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上半年，重庆市辖
区内火锅门店近3万家，产
值达 300 亿元。专家表示，
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
产业，若没有科学有效的方

式，仅仅是发现
一 起 、 查 处 一
起，容易穷于应

付，很难监管
得过来。

西南政法
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和静钧等专家认为，应
从根源上寻求对策，抓好

“潲水油”产生的初始环
节，对火锅等餐饮行业餐厨
垃圾废料的处理制定明确的
标准，安装监控系统、打造
明厨亮灶，实现回收过程全
程监管覆盖。

为“潲水油”寻找“出
路”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
径。对此专家建议，为了提
高餐饮企业将火锅“潲水
油”等餐厨垃圾通过正规渠
道回收的积极性，可以借鉴
国外经验，由政府补贴的方
式鼓励专业公司以一定价格
收购“潲水油”，实现巨量
的餐厨垃圾变废为宝，从源
头上避免“潲水油”流向餐
桌。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火锅老油”里到底有多少“油水”
——重庆火锅“潲水油”问题调查

不 想 考 试 ， 江 西 男 子 程 某 花
1500元买了本摩托车“驾驶证”。直
到1月23日，程某因为办理业务受阻
才知道，自己用了1年的驾驶证居然
是假的。

因为想在晋江报考小车驾驶证，
程某需要将其在老家的摩托车驾驶证
从江西转到晋江。可奇怪的是，程某
的证件迟迟转不过来。24 日上午，
他找到帮忙“办理”摩托车驾驶证的
车行老板陈某，两人因此产生争执报
警。

民警赶到现场了解后，发现程某
出示的摩托车驾驶证是假的。原来，
2016年9月份，程某（男，43岁，江
西人） 想到陈某 （男，45 岁，晋江
人）经营的车行买摩托车，但嫌考证
麻烦犹豫不决，陈某便主动提出帮忙
不考试就可拿证，为此程某花了
1500 元买来了一本摩托车“驾驶
证”。时隔1 年，这起贩卖国家机关
证件案才浮出水面。

目前，程某和陈某因涉嫌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晚综

花钱买摩托车驾驶证
用了1年才知是假的

1月23日，湖南长沙市坡子街社
区，城管执法人员用彩色的玩具水枪
浇灭摊贩的煤炉 （如图）。比起以前
用泼水、脚踩灭火，这样的改变，更
加人性化。看到煤炉几秒被水枪浇
灭，摊贩一脸呆萌地站在旁边，“还
没来得及生气，火就被灭了”。城管
这一举动，不仅得到了摊贩的理解，
也收获了众多市民的点赞，认为城管
执法“既文明也很可爱”。

1月24日，记者来到坡子街街道
办事处。邹军荣告诉记者，为了文明
执法，他买了3把不同颜色的玩具水
枪。“工作人员每天会拿着水枪出去
巡查，看见燃煤就会用水枪把火灭
掉。”邹军荣表示，这么做是“为了
更加文明执法，也为了节约水资源”。

坡子街一家五金店老板刘女士见
到了当时的执法现场。“觉得很新
奇，没有见过这样执法的。”刘女士
说，以前都是泼水或者用脚踩，“就
觉得有点粗鲁，地上全是水，水枪灭
火这种方式就文明了很多，挺好的”。

邹军荣说，他们会继续探索更多
文明执法的方法。“想把工作做好的
同时也尽量得到市民的理解和认
可。” 据《潇湘晨报》

城管用玩具水枪执法
浇灭路边摊贩火炉

“ ‘ 潲 水 油 ’ 屡 禁 不
止，最大的原因还是暴利驱
使。”一位从事重庆火锅生意
20多年的业内人士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1 斤火锅底料成
本为 15~20 元，一般情况小
锅要用 2~3 斤火锅底料，大
锅用 4~5 斤，但大部分火锅
店的锅底费仅为 30~50 元左
右，还不够成本。而使用

“潲水油”，大锅耗油1.2斤左
右，小锅耗油0.8斤左右，剩
下的六七成油可以循环使
用，省出来的一大半成本就
是商家的纯利润。一家火锅
店按每天接待30桌算，使用

“潲水油”可节约成本 1000
多元，一个月下来可以增加
数万元的收入。

这位业内人士透露，多
年以来，那些使用“潲水
油”的重庆火锅企业已形成

一套相对固定的加工流程：
从餐桌上回收的火锅底料，
先由漏网过滤实现油渣分
离，再用 100~120 摄氏度的
温度干烧进行油水分离。分
离结束后加入香料炼制，再
重新端上餐桌。为了更好地
分离出“潲水油”中的残
渣，有的商家还要进行高温
冲洗的环节。

重庆市渝北区一家火锅
店经理告诉记者，他的火锅
店每个月都有2到3吨的火锅

“潲水油”需要处理，如果按
照每公斤10元的收购价卖给
小作坊，每个月可以多挣四
五万元。虽然火锅“潲水
油”有环保部门认证的公司
负责回收，“但如果把‘潲水
油’交给他们，不仅卖不了
钱，反而要交一笔处理费，
这谁愿意啊？”他埋怨道。

“违法使用‘潲水油’可
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相关
行为的取证与查处难度却很
大。”重庆市江北区食药监分
局副局长陈宏岗介绍，近年
来食药监部门对“潲水油”

进行持续打击，但屡禁不
绝，不法商家使用“潲水
油”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有的不法商家选择在夜
晚营业结束后熬制“潲水
油”，再装进一次性包装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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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蔽消费者；还有的不法商
家采用高纯度过滤，或与合
格的食用油混用，使得“潲
水油”难以辨别，执法取证
困难。

1月10日，重庆食药监
部门对涉嫌使用“潲水油”
的大队长主题火锅北城天街
店进行检查。记者跟随执法
人员进入火锅店后厨发现，
该店在厨房安有摄像头，但
店里的厨师称，摄像头从来
就没有使用过。“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店家在后厨直接
加工使用‘潲水油’，没有监
控视频就很难直接证实。”
相关人士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目前
我国还缺少鉴定“潲水油”

的相应技术标准和检测方
法，这意味着如果“潲水
油”没有在初始和中间环节
被“一锅端”，一旦上市销
售、使用，其被发现的可能
性就比较小。

此外，消费者维权成本
过高，也变相助长了商家使
用“潲水油”的气焰。中国
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
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重
庆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忠
民指出，火锅店使用“潲水
油”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属于普遍性侵权。但这一损
害并不明显，消费者如果发
起维权，费时费力却补偿有
限，且面临举证困难等难题，
这令不法商家有恃无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