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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舌尖上的美味带给人无穷的享受。
然而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对我们的餐桌忧心忡忡。
为了增强人们的防范意识，孙焕平，一个来自周恩来故乡江苏淮安的普通农民，踏上食品安全的宣传
之路。
孙焕平从无意中在黑豆腐坊打工，为谋生学习发豆芽菜、卖豆芽菜等，到有意识地探访黑作坊，揭露
有毒食品的造假过程以及相关的利益链。
从2009年4月7日起，他开着自己购买的一辆厢式小卡车，和志愿者一起走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历
时7个月，行程5万里，义务宣传《食品安全法》，并因此被入选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

　　这本书以纪实的方式，记述的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饱含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激发我们对造成食
品安全危机的多重因素进行思考。
民以食为天，不安全食品的生产者也必会成为“舌尖上的毒”的受害者。
希望本书能够起到增强大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唤醒企业的社会良心的作用。
要让中国的饮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首先要还百姓一个安全健康的餐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舌尖上的毒>>

作者简介

曹永胜，生于八零年代，四川内江人，现为某公司职员。
历时两年打造《空间玩主》，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装修行业的职场小说，值得金融危机下职场人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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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焕平，是江苏淮安楚州淮城镇闸口村的一个农民，自称“老土”，初中毕业后，进城当了卖菜小贩
，卖过豆腐，发过豆芽，做过水发产品，开过饭店，也曾经办过饮料厂。
因长期与食品行业打交道，他了解其中不少黑幕。
    但是，年过不惑的孙焕平觉得不能在这样的营生里混饭吃。
他想到了要向全国人民揭发这些黑幕。
    从2009年4月7日起，孙焕平开着自己购买的一辆箱式小卡车，和志愿者一起走遍全国28个省、市、
自治区，行程5万里，自费义务宣传《食品安全法》，倡导设立法定食品安全日，得到沿途各界人士
和群众的支持。
因为这事，他耗资10多万元，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妻子跟他离婚，但他并不放弃。
    孙焕平义务宣传《食品安全法》引起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日
报》等150余家媒体对孙焕平的事迹予以报道。
    2009年“12·4”法制宣传日，孙焕平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法律服务动车行《相聚在北京》大型电视
节目，与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委员会副
主任、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佟丽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绍刚、撒贝宁等专家、嘉宾一起探
讨《食品安全法》，让13亿中国人见证了在法治精神的传播中，一个普通农民的努力和付出。
    2011年12月，孙焕平与“两弹元勋”朱光亚、“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最美妈妈”吴菊萍等一
起，成为中央电视台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孙焕平走上食品安全宣传之路，还得从厂房的拆迁说起。
    2007年10月，由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孙焕平办的饮料厂不得不面临拆迁。
    厂房拆迁的“坏消息”不仅没让孙焕平感到无奈，对他而言，反倒是一个“好消息”。
孙焕平“解放”了，他可以一门心思做食品安全宣传。
    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厂房拆迁后，孙焕平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拆迁款。
    孙焕平觉得靠着拆迁补偿款，自己已经衣食无忧。
但是，他并不想过那种安逸而无意义的人生。
    孙焕平说：“人活着，必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要走遍全中国去宣传食品安全。
    “一定要走遍全国！
”孙焕平在心中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
    刚开始的时候，孙焕平的想法很简单，他想把食品安全宣传声势搞得更大一点，让更多的人加入到
他的行列之中。
他要让更多和他一样的知情者站出来，揭露那些有毒食品的真相。
    “我应该站出来，把这种做‘黑心菜’、赚昧心钱的勾当公之于众。
”孙焕平说，“只要大家知道哪些东西不能买，不去买，有毒食品就没有市场了。
这样一来，我们的食品行业就会健康了。
”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孙焕平有意识地收集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还托朋友弄来商店中根本买
不到的吊白块、二氧化硫、片碱、双氧水、亚硝酸盐等多种在食品行业被滥用的非法添加剂。
孙焕平在家里琢磨和实践自己看到、学到的“黑心菜”制作方法，他得弄明白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秘密
，也算是为自己的食品安全宣传积累素材。
    他制作了一些展板，展板内容包括食品安全法规和有害食品鉴别方法等。
每当发现了一项新的“食品技术”，他就想方设法打听其“秘密”，并且，把新的内容添加到他的展
板中。
他知道，有一天这些展板会派上大用场的。
    后来，孙焕平又见识了黑心猪油、黑心猪皮肚等有毒食品的制作。
每看一次，他就会连着两三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尽管他自己不是有毒食品的制作者，可是，知情不报便是包庇，他有一种犯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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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是一种良心的纠结。
”    孙焕平所在村子外3公里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出生地。
小的时候，孙焕平经常和小伙伴们到那个地方去玩。
大人们常常讲周恩来爷爷的故事给他们听。
耳濡目染中，他知道了做人不能“坏了良心”。
    “反正一下子吃不死人，这就是那些无良奸商的心态。
”孙焕平气愤地说，“都说民以食为天，可是，要是你吃啥都有毒，那还让不让人活啊？
”    2008年，一个朋友对他说，某地有个“食品加工培训班”办得热火朝天，很多商贩都交了学费去
听课。
但是，孙焕平发现，所谓的培训，就是教人怎么往食品里添加东西。
孙焕平不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多少这样的培训班。
他彻夜难眠，后来他就铁了心，一定要搞一个食品安全宣传——“没人站出来怎么行！
”    2008年9月，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了。
    看着电视新闻里那一个个无辜的受害者，想想身边那些依然在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黑心菜”制售
商贩，孙焕平十分痛心。
他实在坐不住了。
三鹿奶粉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告诉老百姓，哪些黑心食品不
能吃。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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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food safety）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食品安全具有三个层次：　　第一，食品数量安全：即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民族基本生存所
需的膳食需要，要求人们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第二，食品质量安全：指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方面满足和保障人群的健康需要，食品质量安
全涉及食物是否被污染、是否有毒，添加剂是否违规超标，标签是否规范等问题。
　　第三，食品可持续安全：这是从发展角度要求食品的获取需要注重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和资源利
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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