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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可致死的野生菌
却在网上蹿红

每年夏秋是食用野生菌的
时令。近来，一种名为“见手
青”的野生菌在网上蹿红。

“‘见手青’是云南对多种
牛肝菌的俗称，菌肉碰伤后会
呈靛蓝色，所以叫‘见手青’。
其中一些品种，如加工不当贸
然食用会中毒。”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食品安全研究院孙丽平
教授说。

在抖音上，有数十个“见手
青”的关联话题，一些话题的播
放量超过4000万次。在一个
题为“刺身见手青”的话题下，
一名网友上传了两段疑似生吃

“见手青”的视频，引发其他网
友热议。有人直言，这样做太
危险了，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
悲剧。

孙丽平介绍，食用野生菌
中毒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无
毒菌菇中混入了有毒品种；二
是野生菌未经驯化，表层嫩薄
易破裂，极易污染、滋生腐败菌
和食源性致病菌。

7月26日，昆明市民杨女士
从冰箱里拿出此前炒好的牛肝
菌热熟食用，意外发生食物中
毒并出现幻觉，被紧急送往医
院救治。

云南省卫健委数据显示，
今年5月至7月，云南发生野生
菌中毒事件273起，致12人
死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
网络平台的卖家除销售常见的
带毒野生菌外，还兜售一种外
号为“幻觉蘑菇”的毒品野
生菌。

“幻觉蘑菇”学名裸盖菇，
食用后会产生更明显的致幻
效果。“跟裸盖菇比起来，‘见
手青’真的是小儿科了。”一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裸盖菇
内含有一种名为‘赛洛西宾’
（又名裸盖菇素）的神经毒素，
人在服用后会出现幻视、幻
听、感觉错乱、人格解体及行
为错乱等反应，严重时会致人
死亡。”

今年以来，贵州、新疆等
地警方陆续打掉多个利用互联
网销售裸盖菇的犯罪团伙，不
法分子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裸盖
菇菌丝并学习相应的培育方

法，得到裸盖菇成品，并再次通
过网络平台兜售给寻求刺激
的人。

致幻作用竟成营销噱头

今年以来，一些描述误食
带毒野生菌后出现幻觉的短视
频在网络上走红，一些不明情
况、寻求刺激的人开始主动搜
寻这类“致幻菌”，一些不法商
家趁机揽客。

记者在抖音看到，一商家
在其销售的“红葱牛肝菌”的产
品介绍中，以“吃菌子看到小精
灵”作为宣传语，且没有任何食
用风险提示。据了解，红葱牛
肝菌是牛肝菌的一种，近年来
滇中地区食用红葱牛肝菌后中
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淘宝上，部分打着“致幻
蘑菇”旗号的店铺中，“见手青”
的月销量达百余单。而以“致
幻菌”“见小人”等作为关键词
搜索，售卖相应野生菌的店铺
赫然出现在结果列表的靠前
位置。

“云南特产‘见手青’，致幻
菌见小人。”一家名为“滇中小
哥”的淘宝店铺，将野生菌的致
幻作用作为其宣传噱头，商品
详情页同样没有任何风险提
示。记者向该店铺客服询问售
卖此类带毒野生菌是否需要相
关资质证明，对方答复称，这些
都是本地吃的“安全菌菇”。卖
家称，其所出售的菌菇为野外
采摘得到的。

在拼多多上搜索“致幻蘑
菇”，结果也会导向“见手青”的
相关卖家处，一些店铺在商品
出售详情中也未进行食用风险
提示。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研
究员介绍，在云南，“见手青”市
场价为每公斤160元左右，网上
售价更高；从收购到售卖，每公
斤利润可达100元左右，颇为
可观。

通过百度进行关键词检
索，还可以发现部分售卖裸盖
菇的卖家。他们通常以评论留
言的方式，在视频或工具类网
站留下微信号、QQ号等联系
方式。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联系
上一名声称有裸盖菇售卖的卖

家。他通过QQ给记者发来裸
盖菇样本照片。“80元一克，10
克起卖，下午就能发货。”面对
记者的询问，卖家显得颇为谨
慎，在察觉到记者并无购买意
向后，迅速删除了记者的账号
并清除了聊天记录。

记者发现，尽管百度贴吧
“裸盖菇吧”已在此前被封禁，
但仍能通过百度快照的方式，
清楚地了解到相关卖家在今年
四五月份发布的联系方式。

记者已将上述涉嫌违法线
索移交给公安机关。

别乱卖，别乱买

杨祝良说，互联网平台上
销售的所谓“有毒菌类”，大多
是含有致幻毒素的野生菌。消
费者不当食用后容易出现中毒
现象，轻则腹泻、头晕、出现幻
觉，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云南省律师协会刑委会主
任李春光说，从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角度来说，卖家有义务保
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从食品
安全法的角度来看，卖家应当
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无毒、无
副作用。商家以“可以致幻”

“能见小人”等字眼作为噱头进
行宣传，且没有明确风险提示，
这种行为属于误导消费者，如
果出现后果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

李春光呼吁，进一步规范
互联网平台销售此类商品的行
为。互联网平台应对相关经营
者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对
销售食品信息进行严格审核，
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

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为
追求刺激体验随意食用可能有
安全风险的野生菌。一旦出现
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前往医
院救治，并随身携带野生菌的
样本或照片，供医生采取相应
措施。

李春光提醒，“赛洛西宾”
属《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管的
第一类精神药品，《精神药品管
理办法》规定，第一类精神药品
不得零售；任何在网上销售或
购买含有此类药品的菌菇的行
为，均属违法行为，切勿以身
试法。

据新华社昆明9月16日电

“致幻蘑菇”竟成网红商品？
——— 部分网络平台销售带毒野生菌现象调查

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一块
招牌就是一段传奇。老字号饱
经沧桑的牌匾上，不仅凝结了一
代又一代传承者的匠心，更凝聚
着无数国人的美好记忆。

然而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
狗不理的一家加盟店口碑翻车，
引发了老字号求变之困的业界
讨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如
何守正创新，让金字招牌名副其
实、行稳致远，是每一家老字号
需要正视的问题。

加盟店“倚老卖老”惹争议

9月10日，一则探访狗不理包
子王府井店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
引发广泛关注。在实地探店狗不
理王府井店后，微博博主发布了
评论视频，将在狗不理的消费体
验总结为四个字：难吃价贵———

“酱肉包里面全是肥肉”“特别
腻”“100块钱两屉有点贵”。

视频发出后不久，名为“王
府井狗不理店”的微博账号发布
一则声明称，该视频博主侵犯名
誉权，所有恶语中伤言论均为不
实信息，并表示已经报警——— 这
波以报警代替反省的操作引发
网民新一轮吐槽。

一些消费者表示，该店无法
正视差评，反而“恼羞成怒”，凸
显了个别老字号傲慢、守旧、不
重视消费者体验的弊病。

记者查询点评APP发现，过
去六个月中该店的评分持续稳
定在2.8分左右。随机点开几条
点评，多数评论是到店消费的顾
客因不满而留下的篇幅不短的

“小作文”。
针对狗不理王府井店上述

风波，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月15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解
除与该店加盟方的合作，并组织
旗下所有酒店对照网友提出的
评价逐一进行自查并严肃整改，
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部分老字号陷入尴尬境地

近年来，老字号发展、老字
号非遗技艺的传承一直得到国
家的呵护支持。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就特别强调，加强品牌
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

2017年初，中办、国办发布
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
出，实施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
程，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
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
字号做精做强。商务部、发改委
等多部门也曾印发《关于促进老
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为老字号“历久弥新”出招。

然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趋多元的消费菜单，老字号企
业的转型求变之路并非坦途。

天津狗不理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狗不理食品”在2015年新
三板上市后，于2020年5月10日

终止挂牌。北京某知名老字号
企业自2017年以来净利润连续
下滑，2019年，该公司净利润较
2017年下降了60%以上。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华老
字号品牌发展指数》显示，产品
老旧、服务落后、无法吸引年轻
消费者，是部分老字号业绩下滑
的原因。组织架构陈旧、市场反
应滞后、人力资本匮乏、欠缺互
联网思维等，成为一些老字号发
展面临的共同困境。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胡左浩说，多数年轻消
费者如今追求的高品质、高颜值
以及新的消费体验，是消费升级
的表现。“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消费市场已告别‘量的满足’，向

‘质的消费’和‘情感消费’转
变。”

在近些年的转型尝试中，有
的老字号尽管勇敢尝试了新的
菜品研发、新的渠道管理，但服
务的姿势依旧是躺在历史的“功
劳簿”上，不适应从卖方市场向
买方市场的角色转换。

老字号亟须守正创新

古今中外，任何一家百年老
店的持续经营都不容易：变革，
担心丢失传统；固守，又抓不住
增量市场。守正、创新，是摆在
每一个老字号企业面前的考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
场营销系副教授王锐说，许多国
外百年品牌非常擅长去抓住每
一代消费者的心，不论是产品设
计、包装，还是品牌塑造、推广营
销，都让人们觉得很“年轻”。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实
中，国内个别老字号仍习惯于强
调“百年”“御赐”的品牌渊
源——— 但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
消费理由。

“拿产品来说，改革开放之
前，物质相对匮乏，大家对口味、
健康、品质的要求没那么高。现
在，如果还只是老配方，有的消
费者就不一定会买账了。”胡左
浩认为，除产品不够现代化之
外，品牌塑造能力不足、经营模
式与经营策略老化、组织管理模
式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导致一些
老字号的吸引力下降。

不容否认，面对瞬息万变的
市场，一些老字号主动求变，找
到了新的商业节奏。张小泉、五
芳斋、片仔癀、回力、海天味业等
许多不同类别的老品牌正在走
出舒适圈，向新零售发力，通过
品牌重塑、品类扩张、拓宽渠道，
改进产品包装、传播方式、生产
技术，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胡左浩说，传统是老字号的
竞争优势，但品牌要传承，就必
须融入时代脉搏，积极适应市
场，满足大众需求。“只有靠过硬
的产品打天下，以精细的服务获
得用户喜爱，民族品牌才有可能
基业长青，走向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百年老字号加盟店
“倚老卖老”，谁之过？

“吃了可以见
小人”“见不到小人
给差评”……近日，
记者在一些网络平
台上发现，部分卖
家借助互联网平
台，向消费者兜售
有一定毒性的菌
菇。在产品介绍和
评价中，一些人还
宣扬菌类的“致幻”
作用。

为何一些消费
者对致幻菌菇“趋
之若鹜”？网络平
台贩卖这些菌菇是
否涉嫌违法？记者
对此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