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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淀粉肠“塌房”

一、热点概述

记忆中小时候校门口总飘来一股香味儿，那就是带着金黄外壳，还会包裹一层孜然辣椒粉的“淀粉

肠”，近年来，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淀粉肠”再度走红，成为很多打工人忙碌一天后给自己的“最

佳奖励”，还有不少人下班后做起了“烤肠副业”。

然而，3 月 15 日晚，“淀粉肠塌房”的话题爆上热搜！据央广网报道，全国各地的路边摊烤淀粉肠

价格普遍在 2-3 元/根，但在批发市场，淀粉肠价格大约 0.5-0.6 元/根，利润很高。虽然名为淀粉肠，

但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是肉。据生产厂家工作人员透露，“有肉，肉很少。都是用的鸡肉和鸡骨泥，用

鸭肉更便宜，大部分都是淀粉。”在电商平台上，出售鸡骨泥的多是经营宠物食品的商家，他们表示：

“骨泥不建议人吃。”这场风波无疑给食品市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在追求美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

食品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让消费者能够吃得放心、安心。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消费者购买和品尝淀粉肠时，很难知道里面到底用了什么原料。很多人本来就对淀粉肠的肉含量没

什么期待，再加上价格便宜，也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料是否对身体有害。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何计国表示，“使用鸡脖泥、鸡架泥代替原有肉类使用的行为，本质是掺假和以次充

好，其中的营养物质也无法被人体吸收”。可以说，路边摊的淀粉肠如果没有透明的货源公示，其质量

很难得到保障。一些商家明知道自己进的货缺乏质量保障，却还是去卖，无非因为其中利润大，监管难

度更大。另外，也有一些商家善于使用“障眼法”，将淀粉肠当成火腿肠来卖，经过烤制，普通人很难

分辨二者味道的差异。火腿肠是有国家标准的，如果市场上生产销售火腿肠，必须按标准执行，但至今

淀粉肠都没有专门的国标，这也让一些商家钻了空子，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者。

面对淀粉肠“塌房”这一现实，众多消费者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与失落之情。随着对食品安全的忧虑

日渐加剧，他们对于商家的信誉问题也越发感到疑虑重重。有人表示：“以前总觉得淀粉肠里至少有些

肉，现在看来全是心理作用了。”更有人嘲讽道：“淀粉肠没肉是最安全的，就怕多放了点。”对食品

质量的疑虑和愤慨迅速在网络上扩散，很快成为了众人闲聊时刻热切讨论的话题。然而，令人感到意外

的是，面对这一曝光，也有一些消费者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笑着说：“没想到淀粉肠里都是淀粉，

那就放心了，至少吃不死人。”有人更是调侃道：“淀粉的烤着还真挺香的，说不定比真肉还好吃呢。”

这种以幽默的方式化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焦虑，或许也是消费者们在无奈之余的一种自我调解。

2.道理论证：

（1）无论是愤怒还是调侃，我们都不能忽视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作为消费者，我们应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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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选择食品，不应仅仅因为商家的华丽包装而轻易做出决定。对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抱有

更高的重视。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需强化对整个食品生产及销售链条的监管，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得到

有效维护。

（2）每年“3·15”，媒体都会曝光一些商家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被要求整改。其实，如

果商家真的能在生产和经营中，时刻为了消费者着想，而不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铤而走险，也不至于在

“3·15”期间被曝光和整改。在日常把好安全关，保证商品的品质，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3.原因分析：

（1）鸡骨泥成本低廉，一些黑心商家为了牟利使用低质量材料制作食品……

（2）淀粉肠都没有专门的国标，让一些商家钻了法规和标准的空子……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 315 晚会播出，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其中“淀粉肠塌房”冲上热搜，

据官方媒体报道，淀粉肠的制作原料大多不含真正的肉类成分，而是以鸡脖泥、鸡架泥为主，甚至

还有以更便宜的鸭肉或纯淀粉作为主要原料。童年小吃淀粉肠“塌房”，让许多网友感到愤怒与失

落。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童年小吃淀粉肠，是许多年轻人美好的童年回忆。然而 315 晚会上曝光了淀粉肠生产乱象，让无数

网友为之心碎，我认为这一食品安全乱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步——危害：

第一，淀粉肠生产乱象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人们有权知道他们所吃的食物是由什么制成的。如

果食品生产商故意误导消费者，使用低质量的原料或者虚假宣传，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这种行为

不仅会伤害消费者的感情，还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第二，淀粉肠“塌房”事件揭示了食品行业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低

价原料，这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不公平竞争。这种竞争环境不利于那些真正注重质量和安全的生产商，

同时也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声誉……

第三步——原因分析：

一方面，火腿肠有生产的国家标准，而淀粉肠目前没有专门的国家标准，企业标准也是越来越宽松，

以至于乱象频发……

另一方面，一些商家明知道自己进的货缺乏质量保障，但因为其中利润大还是继续去卖……

此外，路边摊的淀粉肠如果没有透明的货源公示，其质量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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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每年 315，媒体都会曝光一些商家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被要求整改。这次媒体曝光给不良

商家敲响了警钟，要想让消费者悬着的心放下来，吃得更加放心，还需要我们采取以下措施：

第五步——对策：

第一，用法堵好洞。针对淀粉肠缺乏生产标准这一情况，相关部门要尽快明晰淀粉肠的生产原料、

产品组成、营养指标等方面的标准，为监管提供依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得尽职尽责，对流动商贩做

好日常检查，不论是其经营资质，还是其食品质量，都应该得到合法合理地监管……

第二，用心留好客。食品加工厂和商家要树立诚信的经营理念，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留住消费者，

不要只着眼于一时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要时刻将责任意识放在心中，向消费者公开生产产品的

配料以及制作过程，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第三，用脚投好票。作为消费者，我们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选择食品，对曝光出问题的商品

擦亮眼睛，仔细辨别。在购买商品时要认真查看商品的生产时间和配料表，对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抱有更

高的重视……

第六步——总结结尾：

这场淀粉肠风波的揭露，无疑是对食品行业以及个人食品安全认知的一次警示。我相信经过各方努

力，我们的餐桌一定能够更加安全、健康、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