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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
新国标发布

近日，市场
监管总局和国
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公开发布
了《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
2024）（以下简称
新 国 标）。 新
国标是对 2014
版 的 修 订 ，将
于 2025 年 2 月
8日正式实施。

基 于 食 品
添加剂的安全
性和工艺必要
性的最新评估
结 果 ，新 国 标
修订了部分食
品添加剂的品
种 使 用 规 定 。
例 如 ，删 除 了
落 葵 红 、密 蒙
黄、酸枣色、2，
4-二氯苯氧乙
酸、海萝胶、偶
氮甲酰胺等经
过调查不再具
有工艺必要性
的食品添加剂
品种及其使用
规 定 ；删 除 了
罐头类食品中
防 腐 剂 、食 醋
中 冰 乙 酸 、果
蔬汁浆中纳他
霉 素 、蒸 馏 酒
中β-胡萝卜素
和双乙酰酒石
酸单双甘油酯
等 的 使 用 规
定。修改了部
分食品添加剂
的 使 用 要 求 ，
例如增加了阿
斯 巴 甜 、安 赛
蜜与天门冬酰
苯丙氨酸甲酯
乙酰磺胺酸等
在相同食品类
别中共同使用
时的总量要求
——阿斯巴甜

（又 名 天 门 冬
酰苯丙氨酸甲
酯）：若食品类
别中同时允许
使用天门冬酰
苯丙氨酸甲酯
乙 酰 磺 胺 酸

（最 大 使 用 量
乘以 0.64 可以
转换为阿斯巴
甜的用量），当
混 合 使 用 时 ，
最大使用量不
能超过标准规
定的阿斯巴甜
的 最 大 使 用
量。 孟刚

一个曾经的“五好家庭”，
却在父亲离世后变了模样。两
年前弟弟因病去世，弟媳妇、侄
子和大伯哥因为父亲留下的三
处房产而心生嫌隙，两家人处
于“断联”状态已有一年。为了
能重拾大家庭的温馨与和谐，
86 岁的大伯哥多次向弟媳妇、
侄子表达了想“坐下来谈一谈”
的想法，却不被理睬。如鲠在
喉的大伯哥，无奈之下来到报
社，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烦恼。

我家曾经是“五好家庭”

我们家兄妹三人，我是老
大 ，还 有 一 个 弟 弟 和 一 个 妹
妹。母亲走得早，父亲随后就
一直住在我家，由我和妻子照
料。妻子有一次生病住院，父
亲就搬去弟弟家暂住。那时弟
弟还在四川工作，一年只能回
青岛探亲两次。照料父亲的工
作就落在了弟媳妇身上。弟媳
妇对父亲很好，父亲一提起来
总是夸赞不已。记得有一次父
亲对着弟媳说，“你是家里的

‘功臣’，如果没有你这个儿媳
妇，我的生活会很难。”妻子康
复后，父亲习惯两边轮流住。

弟媳妇不光把父亲照顾得
很 好 ，对 我 和 妻 子 也 敬 重 有
加。由于妻子身体有些虚弱，
弟媳妇还时常来我家看望“嫂
子”。在我的帮助下，弟弟的工
作也调回了青岛。自此后，父
亲住在弟弟家的时间也越来越
长了。我则“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帮衬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在我们家，老人心疼子女，

子女孝敬老人，三个兄妹互帮互
助，团结友爱，第三代更是有样
学样，传承了孝顺尊重的良好家
风。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连续
多年被评选为“五好家庭”。

三套房产成“关系紧张”导火索

父亲95岁寿终正寝。他走
之前，把三套拆迁得来的房产
全都“给”了弟弟和弟媳，似乎
完全与我、与妹妹无关似的。
我们兄妹三人中，妹妹的经济
条件最差。按照我的思维，觉
得父亲不可能一分钱不给妹妹
留，至少应该给妹妹一套房子
吧。但事实却是，这三套房子
全都到了弟弟和弟媳妇手中，
其中一套还是在侄子的名下。
如果父亲去世前有遗嘱也算，
可我压根没见过遗嘱。我就此
事找到弟弟和弟媳，不料弟媳
妇对我说了一句“这事和你没
有关系”。我就不明白了，父亲
留下的三处房产，怎么就与我
没关系，也与妹妹没关系？

在我的多次追问下，弟弟告
诉我，一套房产已经在他儿子名
下了，说是父亲同意过户的。剩
下的两套，弟弟和弟媳妇的说辞
一样，言外之意就是和我没关
系。我不知道弟弟和弟媳妇是
怎么操作的，难道是父亲生前就
把房子过户给他们了？难道真
的是一分钱没留给我和妹妹？
我不相信。我就想找机会和弟
媳妇把这事说个明白。

弟弟去世，这个家彻底“散”了

两年前，弟弟因病去世。

弟媳妇和我的来往也变得少
了。但每到过年过节，她还是
会给我发祝福短信，平时也会
经 常 分 享 一 些 有 趣 的 文 章 。
我和妻子的年龄也都八十多
了，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目
前 已 住 进 养 老 院 ，有 专 人 照
顾。去年我也入住一家养老
院调养身体，那时，弟媳妇还
去养老院看过我。我只要一
和她提房子的事，她就顾左右
而言他，不接茬。可我每次想
到房子的事情就觉得很蹊跷，
总想弄个明白。

从养老院回到家，我又给
弟媳发去微信，希望找时间和
她坐下来聊一聊。但弟媳只是
与我“打官腔”，从来不正面回
应我。和弟媳妇说不通，我就
和侄子联系。结果侄子只是回
复我“收到大爷”，便再无下文。

我心里感到不平衡。我对
弟弟和弟媳妇一家都很好。当
然，弟媳妇对我们一家之前也
很好。可我想不通的是，弟弟
走了，为何侄子和弟媳妇就变
了呢？

说实话，就算房子的事情
他们都办妥了，就算我无力给
妹妹争取，大家为什么就不能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真诚地说
开、说透？为什么全家人原来
那种其乐融融的和睦不能再回
来了呢？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房子我不要了，我只想“要个说
法”。可是现在和弟媳妇、侄子
几乎到了不来往的地步，想要
个说法似乎更是不可能了。

记者 王丽洁

“五好家庭”为何变了模样
听完大伯哥的讲

述，记者深切地感受到
他对于家庭和睦的渴
望、对亲情的珍视以及
对公平的追求。然而现
实中，当亲情与利益发
生矛盾时，人性的复杂、
微妙常常猝不及防地

“伤害亲情”。因此，对
大伯哥当下的心理困
境，我们应该给予充分
的理解、关爱。

当然，大伯哥需要
认识到，家庭的和谐、和
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或事
物的变化而变化。弟媳
和侄子之所以对房子一
事不愿提及，且刻意回
避，说明此事定有难言
之隐，或是拿不到桌面，
或是担心一旦说出实情
恐让大伯哥难以接受。
大伯哥要么就用法律的
武器给自己和妹妹讨一
个说法；要么就睁只眼
闭只眼不再追问也不再
纠结。这两种解决办法
各有道理。通过与大伯
哥的交流，记者了解到，
他在经济上并不困顿，

妹妹虽不及他，但也衣
食无忧，同时他也不想
与弟媳对簿公堂，他真
正在意的是家庭的和
睦，人与人之间可以敞
开心扉的坦诚交流。

从大伯哥的讲述中
可以看出，弟媳对父亲
的照料应该说尽到了一
个儿媳应尽的责任，且对
他和大伯嫂也是敬重有
加。可以说，在房产一事
发生之前，弟媳妇的为人
是“没得挑”的。那么，大
伯哥不妨对弟媳保留一
份“信赖”，相信弟媳一定
有她的难处。想人好处，
帮人难处，容人短处，用

“爱与宽容”来填充在亲
情和利益之间产生的鸿
沟。相信他一定会收获

“和睦和谐”的亲情和“潇
洒无忧”的晚年。

欢迎读者扫描二维
码，在本报视频号留言发
表您的观点。

亲情与利益之间用爱来填充

您有心事，我们来倾听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愁事难事。如果您长时间无
法释怀，又无处诉说，欢迎拨打电话66988903，或
发邮件 924225169@qq.com，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倾听您的心声，或为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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