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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君

  浦东学院学习的10天里，唯一的一个休息

日到了。跟上海当地的朋友联系，请他们带我寻

访一下中共中央早期在沪秘密机关。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后，中央机关

便一直在上海秘密办公(只在广州和武汉临时

办公各两个月)，直至1933年1月迁往红都瑞金，

时间长达12年。我党的幼年时期，力量不强，经

验不多，而外部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无情的摧

残、悲壮的牺牲、可耻的背叛无日无之。为了

安全，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是秘密的、分散

的，而且是随时准备搬家的。12年间，中共中

央在上海留下多处办公旧址，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和城市的改造，很多已经灭失了。根据现

有资料，我查到了以下几处线索，提供给上海

当地的朋友———

　　中央局机关，(1921年 )南昌路100弄2号，

(党的三大之后 )浙江北路118号；中央政治局

机关(1928-1931年)，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

号；中央特科旧址，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

中央组织部(1928-1931年)，静安雕塑公园附

近；中央秘书处(1930-1931年)，静安区江宁路

673弄10号；中央上海局(1947年)，长宁区江苏

路389弄21号。

　　朋友十分认真，将这些地方逐一查看，给我

回信说，旧址大多灭失，找不到标识。有的虽有

标识，也无法参观，比如中央特科旧址，现在是

民房。真正能参观的，只有中央局在党的三大以

后的办公地址。听后有些失望，但我还是坚持去

看一看。

　　闸北区三曾里，是党的三大之后的中央局办公地(1923年7月至1924年7

月)。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独秀、毛泽东、

罗章龙、王荷波、蔡和森5人组成。如此重要的机关，其实也就是一座小二层楼，

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民宅，跟召开一大的李汉俊寓所大体相似。毛泽东、蔡和森、

罗章龙3人住在这里，对外号称湖南王氏三兄弟，职业是海关事务服务，比如填

写报关表格、外文翻译、小额借贷等，为此还在门口挂了一个“关捐行”的招牌。

后来杨开慧由长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与毛泽东同住在一楼前厢房，这是

他们一家四口最长的一段团聚时光。不久，向警予也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带着女儿与蔡和森同住在后厢房。小楼里增加了些生活

气氛，也掩护了中央的工作。罗章龙晚年回忆，由于居住了3户人家，党内同志

就把这里称为“三户楼”。

　　比起一楼来，二楼就严肃多了，这是中央局办公和开会的地方，陈独秀经

常到这里来。他在这里设了一张床，有时开会晚了，也在这里留宿。1923年，中

央局最大的一件工作就是促进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对于这件意义重大的举动，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都有严重的分

歧意见。有些共产党员担心，党加入体量庞大而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后会被同

化，失去独立性和先进性；有些国民党人担心，这些生机勃勃的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后，不好领导，不会听话，甚至还会成为异己分子。但是从当时国民革命

的需要来看，国共合作势在必行，必须促成。合作了，国民党得到新鲜血液会焕

发生机，共产党呢，辅佐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会攀缘着这棵老树发

展自己。一系列艰苦工作之后，国共合作的条件终于成熟，1924年1月，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开展国共合作，四分之一的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由共产党员担任。此后国民革命旗鼓大开，北伐大军挥师出征，

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

　　参观完中央局旧址，我还坚持到中央特科旧址去看一看。虽然不能进屋，

从楼外看看也可以。许多年前，我就对这个神秘的机构怀有深深的崇拜和由衷

的敬意！这是由周恩来创办并直接领导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创造了一幕幕空

前绝后、比电视剧还要惊险的人间传奇！史料记载，中央特科下设4个机构：一

是总务科，负责总协调，特别是负责筹款和打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二是情报

科，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安排和联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三是保卫科，

也就是身手敏捷、弹无虚发的“红队”，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和处决叛徒；四

是通讯科，负责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电文来往。可以说没有

中央特科，就没有中共中央的运转和安全。中央特科出了大事，中共中央也会

直接面临凶险。比如历史上的顾顺章叛变事件，连续上映了钱壮飞星夜送情

报、党中央紧急大搬家等一系列惊险故事。除了周恩来之外，我党历史上的一

些著名人物也都参与过特科的领导，比如陈云、康生。而李克农直接负责过情

报工作，陈赓曾经直接负责“红队”。

　　如今的中央特科旧址，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院子。不过院门口还挂着一个

铁牌标识，标明这里是中央特科旧址，也是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地。这

房子至少有百年历史了，地板砖是20世纪初的花纹，磨损严重的木楼梯走上去

嘎吱作响。不用作任何修饰，和老电影中的地下党办公场景一模一样。回到楼

门外的时候，同伴看了看门口贴着的告示，高兴地说，是腾退通告，看来这个房

子要整理了，说不定要建成中央特科纪念馆！我们期待着这是真的。

　　今年，我党就有百年历史了。100年的建党史，70多年的执政史，在世界上

应是十分罕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凭这一点，足证中国共产党的不凡与

卓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年大党，也有幼年。党的幼年在上海，上海历练了

党的幼年。但是最根本的是，党本身的志存高远和坚韧不拔，初心一旦树立，虽

九死而犹未悔；使命一旦担当，出不入兮往不返！中央在上海12年，有7位政治

局常委、11位政治局委员英勇献身，血洒龙华。正是有了这股血性和气节，中国

共产党这棵石缝中的小草，经历狂风暴雨、野火寒霜而生生不死、遇挫弥坚，最

终破石裂土、干霄凌云，成为参天大树。

　　前辈的奋斗和先烈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环境和执政的地位，今天

的共产党员不必日日面临生死的考验，却仍然时时面临着初心的拷问和使命

的检验。壮怀激烈仍不可少，慎终追远需伴终身。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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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9日上午，海南三亚交警联合爱心商家在三亚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开展头盔“以旧换新”活动。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摄  

　　 端午节前夕，

江西省万安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窑头中队围

绕“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深入窑头镇

汽车站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钟语 摄

临期食品悄然走红成新风口 管理上仍缺乏具体规章制度

守住临期食品安全底线
　　● 近年来，大众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临期食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

捧，线上线下还出现了数以万计专卖临期食品的店铺，临期食品表现出巨

大的市场潜力

　　● 目前，临期食品市场尚且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我国对于临期食品的

管理还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由此造成了临期食品市场诸多问题的产生

　　● 临期食品价格虽然打折，但安全不能打折，这需要消费者、商家和

监管部门等多方共同努力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原价22.8元的卤味现价6.6元，15元的便当

打完折后只需2.8元，一瓶13.9元的牛奶现在不

到4元就可以买到……在北京市某连锁便利

店，张宸（化名）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这些最

新折扣。这些食品既不是“三无”产品，也不存

在任何瑕疵，相反其中很多都是由大品牌厂商

生产，它们和货柜上以正常价格售卖的食品只

有一点区别——— 在保质期内临近保质期。

　　为处理临期食品，很多超市从多年前就已

经开始使用类似打折或者买一送一“捆绑销

售”的做法，只是范围并不广，而且大多数人对

此的印象是只有“贪便宜的老年人”才会购买。

近年来，大众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临期食品越

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线上线下还出现了数

以万计专卖临期食品的店铺，临期食品表现出

巨大的市场潜力。

　　在临期食品销售火热的同时，也有不少消

费者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其中最关心的就是临

期食品的安全问题。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临期

食品价格虽然打折，但安全不能打折，这需要

消费者、商家和监管部门等多方共同努力。

线上线下备受青睐

临期食品市场火爆

　　6月2日晚上七点半，在天津市大桥道某菜

市场内，很多店铺老板已准备收摊回家，而一

家食品折扣店内仍人来人往，还有不少顾客在

店内挑选商品。店主王先生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他们家卖的大多是临期的进口饼干、饮料、

膨化食品等，价格一般只有正价产品的三分之

一，甚至更低。一位正在购物的顾客说：“进口

商品原价一般较贵，打完折后便宜划算、性价

比高，还是挺吸引人的。”

　　购买临期食品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时间

来到晚上八点十五分，在天津市滨江道某大型

超市水果区和熟食区旁，已经聚集起好几位顾

客在此等候。每天八点到八点半左右，店里的

水果蔬菜和寿司、烤鸭等食物都会开始打折销

售。刚开始一般都是六折或买一送一，九点左

右价格可能会降到三折。

　　超市工作人员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很

少有东西能够“挺”到那时候，一般刚降价时

就卖得差不多了。原先来超市买这些临期食

品的多是些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会来光顾。”

　　在采访中，《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不仅

越来越多大型商超推出临期食品货架，越来越

多主营临期食品的店铺也以仓储店、折扣店的

形式开始在街头出现，大部分临期食品保质期

在原先保质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并且越

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折扣力度越大。

　　除了线下实体店，线上也不乏临期食品的

身影。多个电商平台均有临期食品销售，在输

入关键词后，可以找到很多特价食品或专门销

售临期食品的网店；多款专门网购临期食品的

App应运而生，付款订单不在少数；豆瓣网

站上的“我爱临期食品”小组创建于去年9

月份，现在成员已接近7万。

　　临期食品市场的规模有多大？今

年1月，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

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者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

供给侧来看，2020年中国零食行业总

产值规模超过3万亿元，即使按1%的库

存沉淀计算，临期食品行业市场规模也

会突破300亿元，临期食品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临期食品消费者年龄为26岁至35

岁的占比47.8%，年轻人成为购买主力。

　　天眼查显示，以“品牌食品特卖，日期越近

越便宜”为卖点的某电商平台，早在2018年就获

得了上亿元融资。此外，近年来还有不少主营

临期食品的公司获得上千万元融资。种种迹象

表明，临期食品已站上市场风口。

　　临期食品为何会火？《报告》显示，食品市

场产能过剩是临期食品出现的主要原因。随着

越来越多临期食品的出现，临期食品的市场价

值也逐渐被发掘。从最初通过小规模的店铺进

行临期食品的折扣销售，到线下直营店的出

现，再到临期食品被放到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行业的受关注度正在不断提高，而临期食品市

场的发展也将走向规范化、规模化。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任超认为，多种原因交

织造就了临时食品市场的火爆。对于消费者而

言，临期食品价格较低，还能扩大其食品选择

种类和范围，并且近年来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

所变化；对于商家而言，销售临期食品解决了

临期食品的处理问题，有利于解决减少因商品

销售不畅而承担的沉没成本，发挥商品的最大

化价值。

　　在江苏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学会理事、江

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看来，购买和销售

临期食品也与反食品浪费法的立法宗旨相

契合。

销售过程存在猫腻

国家标准尚未出台

　　5月28日，刚从天津市泰兴南路某超市买

到两盒鸡胸肉的王奶奶显得有些高兴，因为还

有3天就过保质期，因此售价不到原先的一半，

但回到家拆开包装后王奶奶脸色立马变

了——— 一股臭味飘来，很明显鸡胸肉已经变

质。仔细看过包装后，王奶奶发现价签下还贴

有一张价签，上面应该是真正的生产日期。实

际上，这两盒鸡胸肉已经过保质期快一星期。

　　任超说，从现实情况来看，临期食品中也

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隐患。“因受到利益的驱使，

一些不法商家可能会修改食品的生产日期，将

过期食品改头换面，冒充临期食品。这样的食

品一旦流入市场，将对大众的健康安全造成威

胁。此外，存放和流通中的条件变化往往也会

影响实际保质期，这是不可避免的。”

　　王奶奶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类似的事她

还碰到过一次，只不过上次是鸭腿，而且商家

没有篡改保质期，但在还有几天才过期的情况

下，鸭腿却散发出臭味。

　　临期食品安全吗？为何有些仍在保质期内

的食品却变了质？

　　对于临期食品的界定，目前并没有明确的

国家标准，只有各省市出台的相关地方性管理

规定，比较具有参考意义的是原北京市工商局

在2012年发布“食品

保 质 期 临

界”的

标准：标

注保质期30天

到不足90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0天，比如灭菌

包装的肉食品、鲜鸡蛋等；标注保质期16天不

足30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5天，比如酸奶；标

注保质期少于15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天至4

天，比如牛奶、未灭菌熟食等。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食品的保质期是指预包装食品在标签

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

限内，产品适于销售，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明

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因此，处于保质期内

的临期食品在包装完好、储存得当的情况下，

其风味、口感、安全性各方面都有保障，一般来

说可放心食用。否则，即使在保质期内，食品也

可能变质。

　　早在200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

规范食品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的指

导意见》就要求，乡镇、街道和社区食杂店对即

将到保质期的食品，应当在进货台账中作出醒

目标注，并将食品集中陈列或者向消费者作出

醒目提示；今年4月29日公布并实施的反食品

浪费法中也明确规定，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

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

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示或者集中

陈列出售。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相较于线上平台的

公开透明，线下实体店中很多超市并没有设立

专门的临期产品销售区，而是和正价产品混在

一起出售，有不少消费者以为这是商家的短期

促销手段，没看清保质期就购买，过几天准备

食用时却发现已经过期；许多销售临期食品的

店铺中，商家也不会醒目标注临期食品的具体

保质期时间。

　　任超说，根据相关规定，商场对临期食品

促销处理时应当向消费者作醒目提示。一般保

质期在半年以上的，到期前15天内需要公示；

保质期两年以上的，最后30天是“临界期”；而

保质期仅为一个月的产品，最后三天内则需要

明示“本产品即将到期，特价处理”等字样。如

果商家未尽提示义务，可能会侵犯消费者知

情权。

　　《报告》还表明，目前中国临期食品行业

的消费者认可度依然不足。由于临期食品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属于在食品流通环节中的

“剩余品”，依然有超过60%的消费者对临期食

品产生其是过期食品、低质量产品的负面印

象，超过5 0 % 的消费者购买频率少于每月

一次。

　　“目前临期食品市场尚且处在一个灰色地

带，我国对于临期食品管理还缺乏具体详细的

规章制度，因而对于临期食品的处理大多依靠

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自主行为，由此造成了临期

食品市场诸多问题的产生。”任超说。

亟待完善监管体系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商业里的“临期”往

往是一个与库存、折耗紧密相连的消极性概

念，临期食品也不例外。如何处理临期食品，一

直是令企业头痛的经营难题。临期食品市场的

悄然走红，有效化解了处理问题，让商家和消

费者实现了双赢。

　　但由于某些商家的一味逐利，使得临期

产品的售卖突破了安全底线，出现了许多违

规现象，临期食品形象也被贴上了“过期”“变

质”等负面标签。这需要商家和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 ，加强市场监管 ，守好临期食品安全

底线。

　　杜乐其说，针对在临期食品销售过程中存

在的篡改食品生产日期或保质期，将临期食品

与非临期食品混杂销售以及将过期食品当作

临期食品销售等违反法律、法规或商业道德和

习惯的行为，应从立法方面统一“食品保质期

临界”的认定标准及销售规范，为经营者销售

临期食品提供统一指引与合规指南。同时，规

范临期食品流通环节，建立销售机构的准入机

制，明确市场准入实体与程序条件，严格进货

渠道，对不法商家的隐瞒临期食品信息，恣意

翻新销售过期食品等不法行为，应强化监管与

处罚。此外，还应建立包括监管部门、经营者、

消费者、社会组织、网络平台等主题的多元合

作、公私融合监管体系，最大限度消除临期食

品销售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任超认为，要确保临期食品是安全食品，

而非问题食品，监管部门要常态化检查，对临

期食品有针对性的监管。有关部门还应制定临

期食品回收、交易规范，及时检查临期食品商

店的经营资质和进货渠道，督促企业严格执行

进货查验记录和保质期标识。销售者对于渠道

和货源方面也需做好筛选，在选择上游商家时

力求寻找资格齐全，安全有保障的经销商，尽

量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

　　在采访中有许多消费者吐槽，一些临期食

品剩余期限较短，买回来稍不注意就容易过

期；还有些人贪图便宜买了一大堆，没有在保

质期内吃完反而造成了浪费。

　　任超提醒道，年轻消费者是购买临期食品

的“主力军”，购买临期食品需量入为主，适当

消费；尽量通过正规渠道，选择大厂大牌，购买

前看清保质期。在购买过程中，尽管食品仍在

保质期内，但也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

断。例如，食品出现霉变、气味改变、颜色改变、

状态改变等情形，则应谨慎购买。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近年来，反对食品浪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

参与和共识，临期食品市场的火热就是反对

浪费、厉行节约的具体体现。但临期与过期之

间仅一线之隔，临期食品市场的安全需要商

家自律和市场监管，也需要消费者的理性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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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9日，新疆哈密第十四届下马崖清泉节开幕，新疆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哈密边境管理支队下马崖边境派出所民警与当地各

族干部群众在泉眼旁清理淤泥杂物，疏通渠道。图为当地群众为民

警送上清泉水。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张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