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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臭”风波下的螺蛳粉
商铺老板称顾客少了一半

“增臭”风波下，杭州不少螺蛳粉店家表
示，生意受到了影响。

3月21日晚，潮新闻记者来到杭州拱墅
区、滨江区等多家螺蛳粉店看到，原本受年轻
人青睐的店铺门口，如今只是零散地徘徊着
几位犹豫不决的顾客。

一位年轻的女士说：“看到新闻说螺狮粉
内加了使臭味变浓的添加剂，怕对身体有害，
不敢再吃。”像这样在门口犹豫、担忧吃下螺
蛳粉“增臭剂”的顾客并非少数。

晚上七点到八点，原本是就餐高峰期。
位于人流量较大的武林夜市内的一家螺狮粉
店，一小时内，仅有三位顾客，但是周边其他
麻辣烫、炒粉干商家，顾客数量远远超于它。

同样发愁的还有位于杭州延安路西湖好吃
街的一家螺狮粉店，老板尹姐称：“今天的生意
不太好，昨天（3月20日）还挺好的，差不多有
200人左右，今天（3月21日）大约降了一半。”

尹姐是浙江人，为了开店，她曾特地到广
西柳州学习制作螺狮粉。看到螺蛳粉“增臭”
行业丑闻，她担忧，“一些不良商家的行为，影
响到螺蛳粉声誉，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为了让点餐顾客放心，尹姐向他们介绍
起螺狮粉的出餐流程——烫粉、加料、浇汤。
现场，顾客对螺狮粉“酸臭”满是疑虑，尹姐特
地向大家介绍，汤底和酸笋，决定了螺狮粉的
品质。正规的商家都是自己熬汤底，再用腌
制的酸笋调料。

而这一碗汤底，需要将姜片、蒜头和二十
几种香料，爆炒螺蛳后，再加入猪骨、牛骨和
鸡架，再文火慢炖8小时，才算制作完成。

尹姐介绍，螺狮粉的臭味来源于酸笋。
酸笋在发酵的过程中，大量的蛋白质会被降
解成氨基酸释放，酿造了酸笋独特的气味，而
螺狮粉的臭味浓郁程度和酸笋的添加量以及

腌制手法相关。“酸笋添加的量越大，其味道
越浓郁。同时，整块腌制的酸笋味道也会比
切开腌制的酸笋味道更大。”尹姐说。

为了保证味道的正宗，许多螺狮粉店主
会选择从广西空运腌制完成的酸笋，自行加
工炒熟。

21日晚上十点左右，记者又走访了位于
杭州滨江区的啦喜街美食城内的三家螺狮粉
店。走进这些店铺时，均闻到非常浓烈的酸
臭味。其中有一家生意较好的店里，记者点
上一碗螺蛳粉体验其味道。

一位后厨服务员走过，记者指着碗里的
螺蛳粉，向其询问：“汤底是否可以加点调料，
让螺蛳粉更臭一些？”这位服务员表示：“如果
喜欢更臭一些的口味，可以加点调味品。”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时，店员表示不方便
透露更多。显然，这场螺狮粉的“增臭”风波，
让热爱螺狮粉的食客和用心在做螺狮粉的商
家，都陷入了窘境。

螺蛳粉的“增臭”生意
勾兑汤底成本不到1毛钱

对于喜爱吃螺狮粉的食客而言，酸笋是
一碗粉的精华，“第一口喝汤，第二口嗦粉，
第三口吃酸笋”缺一不可，“闻着越臭，吃起
来越香”。

酸臭，是螺蛳粉的灵魂。如何加重螺蛳
粉的“酸臭感”，正成为不少商家的牟利点。

潮新闻记者检索多个网购平台发现，销
售螺蛳粉增臭剂的现象较为普遍。在某某
电商平台查询，检索到 10000 多件相关产
品，不少销售商将其宣传为“开店专用”“加
一点就够臭”。

其中一款产品，其白色桶身贴着“螺蛳味
香精”，为河南许昌一家经销商代理销售。潮
新闻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里面都是些什
么？”该经销商张雷（化名）直言：“都是化学合
成的，有专业腥臭香精，主要是增加螺肉的腥

味和酸笋的臭味。”
张雷介绍，一瓶1kg包装的“螺蛳味香精”，

售价为75元，添加量是一斤水加一克，保质期
三年。“添加量大的话，过于腥臭，不好吃。”

根据这款产品信息，潮新闻记者找到了
生产商，系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一家生产企业，
同样以买家身份咨询该企业负责人沈清建
（化名）如何使用。他介绍，将该款“螺蛳味香
精”加到清汤里，再和该企业生产的增鲜剂一
起调配，只需两步，螺蛳粉又臭又鲜的味道就
出来了。

记者表示对螺蛳味香精使用是否合规产
生疑虑，沈清建称：“这种螺蛳粉明面上是不
允许加的，但是你可以悄悄加一点。”

正宗的螺蛳粉汤底需用猪骨、螺肉和香
料熬制8小时。如果用香精调配螺蛳粉汤底，
根据商家使用指导，一碗螺蛳粉800毫升汤底
计算，一瓶1kg装的“螺蛳味香精”可以出餐
1250碗，售价75元，每碗螺蛳粉汤底调味成本
不到1毛钱。

在各大电商平台，潮新闻记者发现，这样
的螺蛳粉增臭剂还有很多，质量参差不齐。除
了纯香精勾兑的汤底，也有部分商家推出19.9
元的酱料包“买一送一”促销，宣称“不要熬制、
小白都能开店”。其中不少增臭酱产自柳州。

螺蛳粉亟待摘掉“臭名”
滥用添加剂或构成欺诈

螺蛳粉作为广西柳州传统特色小吃，是
继兰州羊肉面、沙县小吃等走向全国后，又一
种在国内形成规模产业的地方美食。

“柳州螺蛳粉”手工制作技艺古老、讲究，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能拿到非遗“国字号”招牌，其独特
性不言而喻，说明“柳州螺蛳粉”有标准的制
作工艺和流程，一代代传承至今；此外，它也
是中国传统饮食的重要文化符号，承载民间
智慧和情感。

从制作工艺看，螺蛳粉特别之处在于发
酵酸笋和熬汤。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不法
商家借着螺蛳粉声誉，使用螺蛳粉“增臭剂”
浑水摸鱼来提高出餐效率、降低制作成本。

这一系列做法，对柳州乃至全国螺蛳粉
产业造成负面冲击。

“违背了螺蛳粉制作工艺，等于弄虚作
假，欺诈顾客。”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
副会长、从事食品产业30余年的朱丹蓬向潮
新闻记者表示，食品添加的原则是能不用就
不用。

我国《食品安全法》对使用食品添加剂
明文规定，必须符合限量标准。如果超量
添加的话，将对消费者带来健康隐患，甚至
成为有毒有害的食品。尽管如此，仅凭目
前的规范，很难真正约束、限制使用螺蛳粉

“增臭剂”。
朱丹蓬向潮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增臭

剂”没有明确使用标准，商户完全凭经验添
加，觉得味道淡则多加一点，显然是缺乏管控
的。此外，缺乏对“增臭剂”安全性的论证，餐
饮从业者更不能盲目使用。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
知情权。如果食品中有添加食品添加剂，生
产者应明确告知消费者添加剂名称，消费者
有接受和拒绝食用的权利。如果未告知消
费者，哪怕该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即使非
过量使用，也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当一种地方美食“出圈”，如何规范其制
作标准，共同维护好 IP 品牌，历来是个难
题。从螺蛳粉到兰州牛肉面、沙县小吃，至
今都没有一个可供抄作业的产业健康发展
模式。朱丹蓬表示，针对目前螺蛳粉“增臭
剂”销售泛滥的情况，建议提高违法成本，加
大执法力度，彻底打击这类欺诈行为还需多
部门合力。
（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吴越实习生蓝昕宇）

起底螺蛳粉“增臭”产业：

螺蛳粉更“酸臭”成本不到1毛钱
让年轻人“臭上头”的螺蛳粉，被曝使用“增臭剂”。连日来，多家螺蛳粉品牌商回应，产品味道主要源于酸笋发酵后

的味道，未添加任何国家不允许放的添加剂。
实际上，消费者手中的螺蛳粉，并非都“臭”得原汁原味。连日来，潮新闻记者暗访杭州多家螺蛳粉店铺发现，使用

“增臭剂”成为部分商家揽客“秘诀”，瞒着消费者偷偷添加并非个例。
与此同时，在各大电商平台，一些打着“商用”的螺蛳粉增臭剂销量火爆。它们宣称“够臭够味”“3分钟代替8小时

熬汤”“两步出餐”。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关键词能检索到10000多件相关产品，销量较好的超20万件。

三星堆门票拟涨价48元，公开征集意见历时半年仍悬而未决

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为何谈“涨”色变？
阅读提示

2023 年 8 月底，

当地发布《三星堆古

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

区门票定价方案（征

求意见稿）》意见建议

的公告，拟涨价 48

元。目前，公开征集

意见建议已有半年之

久，价格调整方案仍

未确定，原因为何？

“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后，我们将召开听证会，最终的门票价格调整会进一步向市民和游客公布……”针对三星堆古蜀文化遗
址博物馆景区门票价格调整进展情况，四川省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人员在来访电话中作出如是回复。

2023年8月31日，德阳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方案）意见建议的公告，拟核定将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门票价格从72元/人·次调整为120元/人·次。一时间，社会
大众讨论热烈。记者近日了解到，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已经历时半年之久，价格调整方案仍悬而未决。

近年来，不少博物馆景区都曾因调整门票定价引发热议，其中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江西婺源景区、江苏扬州瘦西湖等一度深
陷舆论漩涡。社会大众对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为何谈“涨”色变？

三星堆票价拟调整引争议
“还没来得及看就要涨价了，涨幅也太高

了。”在网络平台上关于三星堆票价调整的讨论
中，有不少反对声音，认为其“爆红”过后涨价，
存在“宰客”嫌疑。

事实上，此次三星堆价格调整，是德阳市发
改委进行深入成本调查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景区运营成本，兼顾游客承受能力，参照
国内同类景区门票收费标准拟定的方案。

方案中还列出了定价理由，例如，新馆建设
投资超过14亿元，投资23.77亿元的三星堆遗址

保 护 区 还
将 开 展 征
地拆迁、考
古 遗 址 保
护 以 及 环
境整治、景
区 道 路 建
设、绿化和

景观工程等基础设施建
设；管理、运营、维护成本
不断攀升，景区财务费用

负担沉重；按照国家发改委明确
的“建立主要补偿景区服务和生
态环境保护合理成本并适当反

映景区价值，以补偿合理运营成本、保持收支总
体平衡”的定价原则，现行景区门票价格不能覆
盖运营成本等。

方案还明确，价格调整后，依旧对60岁（含）
以上老人、残疾军人等免票。然而，记者对网友
留言梳理发现，民众针对三星堆门票价格调整
的讨论，大部分围绕72元到120元的价格涨幅
展开，上述关乎价格调整决策的支撑性内容并
未得到重视。

普惠共享成为消费心理定式
一位文旅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城市公园、

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场所相继对市民、游客免
费开放，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免费共享
消费心理定式，使得旅游景区尤其是公共资源依
托型景区的收费问题，不管是免费变收费，还是
价格上涨，都容易受到批评。

国家发改委2018年6月印发了《关于完善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
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要求从合理界定门票定
价成本构成、创新价格管理方式、严格履行定价
程序等方面，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确保降低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明
显成效。当年9月，各地已出台实施或发文向社
会公布了981个景区免费开放或门票降价措施，
其中5A、4A级景区占比超过7成。

“说清楚、讲明白”是重要前提
有文旅产业研究者认为，公共资源依托型

旅游景区的收费是一个涉及公共资源管理、游
客及居民利益、地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企业经营诉求等多方关切的公共议题。“是否收
取门票、门票价格数额的确定，决策机制与过程
要规范和优化，对于舆论争议尤其需要积极主
动引导，说清楚、讲明白是重要前提。”

记者了解到，博物馆景区的价格调整其实
已有成功案例，例如，此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拟调
整票价，拉大淡旺季价差，景区第一时间就“票
务政策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召开研讨会，广
泛征求意见。景区还公布了票价调整的议定程
序，即首次研讨会后还将召开咨询会、听证会
等，确定了合理方案。

近几年，三星堆遗址发掘成果愈加丰富，三星
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作为首批国家4A级
景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社会关注度极高，“一
票难求”几乎成为常态。有业内人士认为，三星堆
博物馆发展前景广阔，越是关键时期，涉及关乎民
众普惠利益的票价调整问题，越要审慎推进，在多
方配合努力下争取确定最优方案。此外，当下博
物馆旅游景区还应走出门票依赖路径，充分发挥
业态规划、创意设计、市场激励等现代产业发展手
段的作用，实现旅游业持续高效发展。（工人日报）

青
铜
纵
目
面

具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