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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6月1日，一段「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食堂吃出疑似老鼠頭」的視頻在內

地社交平台出現並廣泛傳播。視頻畫面中可見，該校學生飯菜內有一塊黑色異物，有類似動物的「牙齒」。事後，

南昌高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昌東分局、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澄清疑似「鼠頭」的異物是鴨脖，但因視頻畫面裏出

現有類似動物的「牙齒」，有關澄清立即引發網友質疑，事件持續發酵。17日，針對江西工職院「6．1」食品安

全事件調查結果公布，判定異物是嚙齒動物老鼠的頭部，不是鴨脖。

指鼠為鴨危食安
食堂除牌被嚴懲

學生飯菜藏鼠頭 江西高校硬說鴨脖 省級部門調查揭真相

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公
布的數據顯示，5 月份，
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
率為 20.8%，創下自 2018

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如何解決
青年就業問題，有專家認為，短期要提升勞動
力市場的匹配效率，長期在於提高青年的人力
資本水平、技能與市場的適配程度，根本上要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經濟增長、創造就業需
求。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政府、教育機構、企
業和青年自己都責無旁貸。針對青年失業的政
策措施要兼顧當下及長遠。

多因素推高青年失業率
自2020年以來，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曲線

呈逐年上揚態勢，並且曲線每年均呈倒「V」
形增長，7月、8月達到年內高點。而從2023
年前5月的青年失業率走勢來看，也符合這樣
的增長曲線——1至5月份，16至24歲青年失
業率分別為 17.3%、18.1%、19.6%、20.4%、

20.8%。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

員、勞動人事學院院長趙忠教授認為，中國就
業形勢總體穩定。但具體到青年群體，青年失
業率為 2018 年有該統計數據以來的最高水
平，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於對青年就業的需求
不足，存在青年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青年
群體的摩擦性失業相對較高。

拉近教育與就業距離
中國青年的人力資本水平存在顯著的城鄉差

異和區域差異，與此同時，就業創造主要發生
在城鎮地區和經濟較發達的地區，農村青年和
經濟欠發達地區青年面臨人力資本較低和就業
機會相對不足的雙重壓力；青年勞動力供給與
需求在區域上的結構性矛盾，加劇了青年失業
問題。

另外，中國產業正在經歷快速的轉型和升
級，低技能崗位在快速減少，使得低教育程度
的青年就業進一步惡化。

如何提高青年的人力資本水平和技能與市場
的適配程度？在趙忠看來，第一，要提高義務
教育階段的教育質量，增強技能培訓的可及
性。第二，要把教育體系與市場更好地融合，
減少技能供給與技能需求的結構性矛盾。把人
才培養作為校企合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實習、
實訓等培養環節使學生培養更好滿足市場需
要。第三，要建立針對青年群體的培訓體系，
助力他們成長為成熟的勞動者。

趙忠建議，政府通過一些政策措施引導學校
建立專業化的職業指導隊伍，引導人力資源服
務公司對青年就業開展精準服務；通過崗位補
貼、培訓補貼等多種形式，鼓勵企業僱傭和培
訓青年勞動者。

同時，針對青年的政策措施，既要促進青年
當前的就業，也要關注失業對青年的長期負面
影響，應該在政策設計上因勢利導地發揮青年
的主動性以減少失業的長期負面影響。解決青
年失業問題，政府、教育機構、企業和青年自
己都責無旁貸。

關於青年失業率走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
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表示，疊加季節性因素，
預測二季度青年失業率可能會繼續走高，且短

期內很難降下來。如果有效需求能在二季度開
始調整，下半年青年失業率應該還是可以往下
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針對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6．1」食品
安全事件，江西省教育廳、省公安廳、

省國資委、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組成的聯合調查
組，本着實事求是原則開展調查。17日，聯
合調查組將有關情況通報如下。

學院市監均有責 將嚴肅處理
聯合調查組經勘察現場，調取監控視頻發

現，6月1日，學生在食堂吃出疑似為「鼠
頭」的異物，被涉事食堂工作人員事發當日
丟棄。通過查看食堂後廚視頻，查閱採購清
單，詢問涉事食堂負責人、後廚相關當事
人、當事學生和現場圍觀學生等，判定異物
不是鴨脖。根據國內權威動物專家對提取的
當事學生所拍現場照片和視頻進行專業辨
識，判定異物為老鼠類嚙齒動物的頭部。南
昌高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昌東分局、江西工
業職業技術學院未認真調查取證，發布「異
物為鴨脖」結論是錯誤的。
經認定，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對此次事

件負主體責任，涉事企業負直接責任，市場
監督管理部門負監管責任。
目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
法》及其實施條例，南昌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已吊銷涉事食堂食品經營許可證，對涉事企
業和法定代表人頂格處罰。下一步，將依法

依規嚴肅處理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南昌
高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昌東分局等相關責任
單位、涉事企業和責任人，並在全省開展食
品安全專項整治，抓好源頭治理，切實保障
人民群眾食品安全。

涉事企業或為中國團餐企業前三
根據通報，將對涉事企業和法定代表人頂
格處罰。據江西省產權交易所官網，2022
年，江西工職院（瑤湖校區）食堂經營權項
目公開招標，江西中快後勤服務有限公司、
江西金盟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中標，中快後勤
經營第一食堂，金盟餐飲經營第二食堂。
其中，江西中快後勤由深圳中快餐飲集團

有限公司控股，為中國團餐企業前三甲，是
一家集高校、中學、醫院、企事業單位及寫
字樓供餐業務為一體的專業團餐綜合服務
商。
此外，2021年11月，江西工職院被曝光

青山湖校區食堂清潔間內出現老鼠，涉事經
營方為南昌市菁禾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此次
事件發生後，有網友將矛頭劍指菁禾餐飲。
6月7日上午，菁禾餐飲發布聲明稱，此事
與公司無關，並指此次事件發生地為學院的
瑤湖校區，「該校區餐飲公司是中快餐
廳。」

事件爆發之初，有網友拍到視頻指，校區
門口都是等外賣的學生。17日下午，香港文
匯報記者前往該門口發現，等外賣的學生很
少。

食堂衞生投訴多「現小蟲算正常」
據媒體報道，學校食堂早前在聊天軟件上
建立了一個意見反饋群，每個月在群裏學生
投訴菜品問題的圖片有二三十張，「若截圖
一張圖裏都截不全，基本上吃出鋼絲球、頭
髮、小蟲子等異物在這個學校都算正常的事
情了。」該名學生說，自從事件發生以後，
雖然食堂更換了碗筷，但是人流量少了約有
五分之二，「剩下的人基本都是抱着食堂在
檢查時間內應該相對乾淨一點的心態去吃
的。」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短視頻平台搜索，發
現有網友稱「又又又在學生飯菜裏吃到了毛毛
蟲」，「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上海申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夏海龍告訴中新
網，根據食品經營法的有關規定，違法經營
的食品貨值超過1萬元，可並處貨值金額15
倍以上30倍以下罰款直至吊銷許可證，公
安機關可以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5日以
上15日以下拘留。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規
定，當日用餐學生可以要求食堂按照消費金
額的10倍賠償，最低1,000元。

中國內地青年失業率見新高 專家：幫扶政策要兼顧遠近
 &

「鼠頭鴨脖」事件始末
◆6月1日，一段「江西工業職業技
術學院食堂吃出疑似老鼠頭」視頻
在內地社交平台出現並廣泛傳播。
視頻中可看到飯菜內有一塊黑色異
物，其中有類似動物的牙齒。

◆6月3日，涉事高校通過官方微博
通報稱，當事學生在事發時即邀
請同學共同對異物進行對比，確
認異物為鴨脖，該學生並在現場作
出書面說明，澄清視頻內容。但此
番回應反而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6月10日，針對江西工業職業技
術學院「6·1」食品安全事件，江
西省成立由省教育廳、省公安
廳、省國資委、省市場監督管理
局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
事件開展調查。

◆6月17日，聯合調查組通報，判
定異物不是鴨脖，而是老鼠類嚙
齒動物頭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山西太
原求職者
在招聘會
上尋找工
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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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工業職
業技術學院「6
．1」食品安全
事件調查結果

公布，是鼠頭而非鴨脖，輿論嘩
然。

跌宕半個多月、引發全社會在線
圍觀的「鼠鴨之爭」，最終不得不
由江西省教育廳、省公安廳、省國
資委、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組成的聯
合調查組一錘定音、還原真相，亡
羊補牢，猶未晚矣。雖然此番鬧劇
已澄清事實並落下帷幕，涉事責任
單位、企業及責任人也將受到嚴
處，但荒誕的「指鼠為鴨」背後值
得警醒。

過去半個多月，當江西南昌高新
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昌東分局聯手江
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一起將「鼠
頭」指認為「鴨脖」的時候，展現
在世人面前的已是一連串齷齪。老
鼠腦袋與鴨子脖子，二者再怎樣也
不可能難以分辨。換句話說，從一
開始，學校、學校食堂、當地市場
監督管理部門就已心知肚明，但他
們聯手進行了一連串「神操作」：
首先，讓當事學生發聲，說自己認
錯了，確實是鴨脖；然後，讓其他

學生充當水軍，轉發文案也都提前
寫好；其間，對外聲稱已送檢，但
從聯合調查組通報中發現，那個鼠
頭根本沒去送檢，而是被「食堂工
作人員事發當日丟棄」了……而
今，回看此事件發展脈絡不禁發
問：鑿鑿證據下的指鼠為鴨，置公
眾利益何在？

小小的「鼠鴨之爭」，對社會公
信力和地方治理的破壞性不容忽
視。此次鬧劇中，當地監管部門公
然背書成為製造謊言的一環，不禁
令人扼腕。近幾年，不少社會事件
引發網絡圍觀，處理結果亦遭受質
疑，有關部門回應滯後引發社會輿
論的反彈，最終都侵害了全社會以
及政府的公信力。此次「鼠鴨之
爭」事件在高級別調查組入駐後反
轉，並直接回應社會質疑，無疑是
更加負責、更加有利於贏得民眾信
任的做法。兩千多年前「指鹿為
馬」的典故，是權勢可以顛倒黑白
故事，而今，荒唐的「指鼠為鴨」
事件出現，而對於更多基層政府及
當權者來說，如何回應公眾質疑、
重塑和穩固公信力，值得對照歷史
與現實深思和反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2023年6月1日
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學生在食堂吃出疑似為
鼠頭的異物，省聯合調
查組6月17日判定為老
鼠類嚙齒動物的頭部。

2021年9月
湖南省桃源縣職業中等專業學
校近200名學生中毒住院，調
查結果顯示是由志賀氏菌感染
引起的細菌性痢疾，並確定該
校食堂員工張某為傳染源。

2019年9月
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一幼兒園
發生百人食物中毒事件，調查
結果通報顯示，致病食物為該
幼兒園食堂製作的三文治，致
病菌為腸炎沙門氏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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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近年校園食品安全事件

◆涉事的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正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事發後，南昌市高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現場調查事件。 視頻截圖

◆學生發布的視頻
中，飯菜裏的黑色
異物有類似動物的
「牙齒」，疑似老
鼠頭。 視頻截圖

梔寶藏屋：終於還鴨子一個清白了。

東北喵：這個小事竟然需要四個廳級部門聯合調查。

春卷：這個已經不是食品衞生問題那麼簡單了，更是公信力和
工作作風的大問題了！

汝仲06J：指鼠為鴨一應該記入新華字典詞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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