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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深交所对公司利用此
次捐赠“保壳”的质疑，ST雪莱
予以否认，并称公司作为受赠
方，在无需支付任何款项和承担
义务的前提下获赠资产，不存在
刻意规避因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0 年 4 月，因 2018 年
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
值，深交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由于
2020年净利润扭亏为盈，今年
6月，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简称由“*ST 雪莱”变更为“ST
雪莱”。

疫情下的防控需求无疑是
ST 雪莱“保壳摘帽”战斗的

“救命稻草”。对于净利润的
扭亏为盈，ST 雪莱表示，公司
全力开拓紫外线杀菌灯业务，
去年紫外线杀菌灯营业收入
为 0.9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超
60.55%。一时间，ST雪莱成了

“抗疫明星股”。

可惜好景不长，根据今年
三季报，ST雪莱 9月末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3548.15 万
元，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6093.03 万
元，且2021年已经连续三个季
度亏损，紫外线灯系列产品收
入也同比出现下滑。

不过，日前ST雪莱与医疗
体系的合作再下一城，与国药
集团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将围绕紫外线
消杀产品生产研发和市场拓展
等领域开展合作，又给公司发
展创造了新的想象空间。

除了借消杀产品蹭防疫热
点外，债务重组也是ST雪莱近
年来采取的重要措施。公告显
示，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与
36 家债权人签署了债务重组
之偿还协议，涉及的债务规模
（指债务重组前的账面金额）为
838.70 万元，与债权人达成的
债务豁免金额为 415.98 万元，
豁免后需偿还的债务金额为
422.72 万元，豁免后需偿还的
债务均已清偿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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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首批指数增强ETF
正式获准发行，11月 22日起上线
募集。景顺长城基金ETF投资部
总经理汪洋表示，这次发行的中证
500指数增强ETF、包括场外现有
的指数增强基金，就落在ETF之上
的腰部位置，因为我们添加了一些

增强的策略，容量小于底部ETF。
对于中小盘成长风格特征明

显的中证 500 来说，它在未来市
场偏成长风格的阶段将会有很好
的爆发空间。过去几年中证 500
盈利能力弱于沪深 300，但在今
年已经出现反转态势。 （杨广）

疑为保壳老板娘资产免费送
监管发问下ST雪莱终止交易

每逢年底，“保壳”大战总
会如期打响。日前，ST 雪莱
（002076）公告称，拟受赠关联
方所持有的天津捷盛东辉保鲜
科技有限公司 22%的股权资
产，公告披露次日股价即上涨
5.26%。

这一“慷慨解囊”的行为引
发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质疑，深
交所的关注函更是“单刀直
入”，要求ST雪莱说明是否利
用这笔捐赠，来规避因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可能。

11 月 23 日，ST 雪莱发
布公告称，公司关联方佛山大
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
有的捷盛东辉22%股权无偿赠
与公司，公司受赠时实际支付
的对价为0元。

这桩关联交易，牵涉到的
是ST雪莱实控人柴国生的一家
三口。

ST雪莱全称为广东雪莱
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于2006年在深交所中小板挂
牌上市，主要业务为紫外线杀
菌灯、LED 与荧光灯室内照
明、汽车照明、锂电池生产设
备，其创始人柴国生曾靠卖灯
泡攒下 19 亿元身家。而“慷
慨解囊”的大木控股正是柴国
生的配偶陈敏及其子柴华两
人共同持有 100%股权的公
司，属于公司关联方。目前柴
华也为公司董事之一，并担任
公司总裁。

作为受赠资产，2020 年
年末捷盛东辉还一度处于资
不抵债的情况，归母净资产
为-890 万元；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 ，其 归 母 净 资 产 为
1189.52 万元。从业绩上看，
今年前8月，捷盛东辉的营业
收入为1.26亿元，为去年全年

营收的 2 倍；归母净利润为
2079.52 万元，而去年这一指
标仍为亏损。

根据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捷盛东辉在
评估基准日2021年 8月 31日
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经审计后的
企业账面净资产为1745.84万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79719.57万元，增
值77973.73万元。

上述公告显示，大木控股
受让捷盛东辉 22%股权时的
交易对价为 1.716 亿元。天
眼查资料显示，该起收购发
生于 11 月 19 日，而短短 3 天
后大木控股就将股权拱手让
人。其赠与理由是为支持ST
雪莱经营发展，有利于改善
其资产状况，增强未来持续
盈利能力。此外，1.716 亿元
将在 24 个月内分期支付，大
木控股承诺会足额支付股权
受让款。

公告还称，该关联交易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
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同时由独立董事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
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
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公
司多位独立董事的意见并不
一致。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十一次会议上，独立董事苗
应建投出了弃权票。

业务关联度不高和大木
控股能否支付转让款的风
险，是苗应建投出弃权票的
理由。他表示：“股权赠与的
商业逻辑不清晰。捷盛东辉
主业与公司紫外线消毒灯主
业关联度不高，没有明显的
协同效应。大木控股须在24
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1.716亿元，本
人不能确定其支付能力以及
在无法支付款项的情况下，
对本公司的影响。”

对于后一种担忧，ST雪
莱的公告曾作解释：ST雪莱
不承继大木控股与天津市捷
盛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下大木控股须向捷
盛科技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付款义务及如因未及时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产生相应违约
责任等，该等义务、责任、纠纷
等仍由大木控股承担。

不过，独立董事对于大
木控股支付能力的质疑并非
没有道理。据 ST 雪莱近期

公告，截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柴国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 1.33 亿股，全
部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其中
被质押 1.03 亿股），其持有股
份近期多次因质押事项被券
商进行违约处置。柴国生本
人也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律
文书生效义务等被法院认定
为失信被执行人。

这笔关联交易虽然获董
事会审议通过，但还是受到
了深交所的关注。围绕苗应
建的一系列疑虑，深交所在
关注函中发出“灵魂三问”。
一是要求说明受赠资产是否
与公司现有业务存在协同效
应；二是要求说明大木控股
是否具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履约能力；三是要求说明公
司是否存在利用本次高估值
资产捐赠，规避因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
收到关注函后，ST雪莱当天
就宣布取消拟在12月9日召
开并审议该项交易的股东大
会。11 月 26 日，ST 雪莱发
布公告称，公司决定终止此
次赠与事项。

双重质疑下公司叫停交易

未来“保壳摘帽”胜算有几分？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中证500指数增强ETF
“小黑匣子”原来长这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
助力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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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
国民健康意识的增强，保健食品消费
空间显著提升，但中小型企业管理能
力相对薄弱、检验能力不足等问题也
给广东保健食品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带来巨大挑战。为助推保健食品行
业高质量发展、消除重大食品安全隐
患，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着力加强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及消费全链条监
管，从开展保健食品体系检查和企业
自查、实施“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以及
开展特殊食品经营示范店建设指导
等多方面入手，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能力，规范经营行为，推动全
省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生产环节是把好保健食品
质量安全关的重中之重，对此，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积极贯彻落
实《食品安全法》关于特殊食品
企业建立并有效运行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和定期自查的规定，于
2018年率先开展保健食品体系
检查和企业自查工作，为市场监
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开展
相关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为做好体系检查工作，广
东省市场监管局制度先行，于
2017年编写了《广东省保健食
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指
南》，并制定体系检查配套文
书，确保体系检查工作有章可
循；与此同时，编写了企业质
量管理体系自查报告模板，细
化自查报告内容，指导企业有
效开展体系自查。

在加强检查员队伍建设方
面，通过集中授课、实操检查、以

老带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检查员
能力水平，两年来举办3期体系
检查人员培训班，深入企业实地
开展体系检查现场教学研讨工
作。目前全省已建成包括监管、
审评、检验等方面专家共111人
的保健食品体系检查员库。

综合考虑广东省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数量、规模和产品情
况以及监督检查、抽检监测结
果等因素，广东省市场监管局
提出用4年时间完成对全省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全覆
盖的目标，科学制定体系检查
计划安排，确定按企业风险等
级从高到低的顺序分批分步骤
实施。通过动员部署、统一标
准、通报推动、督促整改、总结
分析、公告发布等步步推进，
确保体系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4年来共组织保健食品体系检
查 121 家次，提前完成全省保

健食品在产生产企业体系检查
首轮全覆盖目标。同时，针对
中小型企业检验能力不足的问
题，组织举办检验人员培训班
8 期，组织 80 家企业共 144 人
到省食品检验所跟班实操培
训，提升企业检验检测能力及
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水平。

“我们督促指导企业认真
做好体系自查工作，制定体系
自查报告格式范本，每年召开
全省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专题
会议部署体系自查工作，目的
是要求企业翔实报告体系运行
情况，深入查找分析体系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并落实整改，督
促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全省保健食品生产
企业连续4年自查报告完成率
和自查问题整改率达100%，自
查报告整体质量逐年提高。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较为普
遍存在的质量管理水平不高、自
查报告流于表面化、整改工作局
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
题成为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拦路虎”。对此，在体系检查
的基础上，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从
2019年开始连续3年拨出专项经
费委托技术机构实施质量管理风
险调查及能力提升项目，“一企一
策”帮扶指导管理能力相对薄弱
的中小型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完善
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谈及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实施
的“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政策，广
东能量堡垒制药有限公司厂长何
述敏娓娓道来、赞不绝口，他说：

“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目
前公司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科学
性、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都大大
增强，对原材料及成品的质量控
制水平也明显提高了。”据何述敏
介绍，今年 8月 3日至 4日，受广

东省市场监管局委托开展“一企
一策”能力提升项目的广东省食
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组织多
名资深的保健食品专家和审评人
员来到公司工厂现场调查，通过
实地查看、查阅资料、询问交流等
方式，深入查找公司质量安全管
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并综合现场发现的风险点，指导
公司认真分析研究，制定一套整
改提升方案，明确每个风险点的
改进措施和完成时间，列出路线
图，落实责任人。

“帮扶团队成员都是实战经
验丰富的专家，在与他们多次探
讨后，我们根据公司实际，选择质
量标准作为重点帮扶项目，主要
包括标准建立、供应商审评以及
检测项目等。”何述敏说，这次帮
扶之后，公司对供应商审评的细
节上有了很大提高，比如供应商
提供的原料以及执行标准是否与
公司的产品需求相匹配，此前关

注的重点是营养素主要成分的含
量，现在增加了对其他指标的关
注及其质量控制，使得产品质量
稳定性能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实施“一企一策”精
准帮扶过程中，对于指导企业落
实整改措施方面，帮扶团队采取
集中培训和一对一指导等方式，
梳理分析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
和企业的需求建议，制定针对性
的培训课程，对企业质量管理人
员和检验骨干开展线上或线下
培训交流，提升企业整体质量管
理能力水平；对企业存在的非共
性问题，则根据情况采取电话、
视频以及现场指导等方式一对一
帮助企业解决。据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企一
策”精准帮扶实施之后，广东省保
健食品行业整体质量安全保障水
平有效提升，全省保健食品生产
环节抽检合格率连续两年保持在
99.5%以上。

消费者知多D

如何正确认识和
选择保健食品？

率先开展保健食品体系检查和企业自查工作

“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中小企业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开展示范建设，规范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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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检查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飞行检查

⬇能力提升项目组到企业开展“一
企一策”项目调研指导

对于正确认知和科学选择
保健食品，消费者应该掌握哪些
小技巧？

首先，保健食品不含全面
的营养素，不能代替其他食品，
要坚持正常饮食。

其次，保健食品适用于特
定人群，具有调节机体、促进人
体健康的作用。保健食品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保健食品不
能代替药物。目前国家法定允
许声称的保健功能共有 27 种，
包括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
劳、增加骨密度、辅助降血压
等。同时，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为目的的营养素补充剂也纳
入保健食品管理。

因此，消费者要依据自身情
况选择保健食品，选购时要详细
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看自
身是不是该产品的“适宜人群”或

“不适宜人群”，保健功能是否适
合自身需求，切勿选择声称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的保健食品。老
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儿
童、孕妇、乳母要谨慎选择，根据
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科学
合理选用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

“蓝帽子”标识是保健食品
统一的专有标识。只有获得国
家注册批准，或通过各省市场
监管部门备案的保健食品，才
能在产品标签上使用“蓝帽子”
标识。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保健
食品时，一定要认准“蓝帽子”
标识；同时，要查看保健食品包
装上是否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及
其生产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
号可到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管 部 门 网 站 查 询 确 认 其 合 法
性；消费者应到有合法经营资
质的商场、超市、药店购买保健
食品，不可轻信推销人员的口
头宣传。购买后记得索要购物
小票或发票，若质量有问题，购
物凭证是投诉、索赔、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重要凭据。

保健食品一般都是较长期
食用才能达到保健的目的，消
费者不要被虚假广告欺骗，只
要见到“疗效”“速效”字眼就要
提高警惕；个别保健食品在宣
传促销时，以患者“亲身经历”
介绍产品功效、宣称功效与产
品说明书不相符等，消费者切
莫轻信，以免上当受骗；此外，
不要相信产品宣传中提及吸收
率、沉积率、使用率、有效率、治
愈率等涉嫌产品功效的断言或
保证。

如果对保健食品方面知识
有疑问，可咨询当地的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丁玲）

经营环节作为连接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的桥梁，重要
性不言而喻。为督促特殊食品经
营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今年 4 月
启动开展特殊食品经营示范店建
设指导工作，组织、指导各地建设
一批涵盖商超、药品零售企业、母
婴店等不同经营类型的特殊食品
经营示范店，以点带面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引导经营者逐步规范
特殊食品经营行为。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特殊食品经营示范店建
设指导工作，坚持突出重点与全
面统筹相结合、分类指导与整体
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以样板引领
整体，以示范促进规范。

在选好示范标杆方面，各级
市场监管局安排专人负责跟进特
殊食品经营店示范建设指导工
作，并推荐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较强、经营规范化程度较高、质
量安全责任落实较好的特殊食品
经营单位参与，全省各地初步推

荐500余家经营单位参与示范店
建设。

在强化实地指导方面，选取
部分规模较大、品种较齐全的经
营单位，截至目前组织开展实地
指导 85 家次，覆盖全省 21 个地
市，并组织其他参与建设的经营
单位分类型参加当地相应的实地
培训。

宣传引导方面，统一组织编
写《特殊食品经营行为规范指导
手册》《特殊食品经营行为规范》
等示范建设指导材料，供参与示
范店建设以及全省特殊食品经营
单位对照学习、自我改进完善，并
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对外发布。对符合条件的特殊
食品经营示范店，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预计将于 12 月底前向社会
公布名单，发挥其示范引领、辐射
带动作用；各地市局以建设“特殊
食品经营示范店”为抓手，积极引
导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者加强学
习交流，共同提高广东特殊食品
经营环节整体规范化水平。

据介绍，广东省市场监管局
每年还以交叉检查方式对全省
21个地市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飞行检查，检查对象涵盖商超、药
店、体验店、专卖店等重点特殊食
品经营单位，2020 年、2021 年分
别抽查经营单位161家和130家，
督促各地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
改。并要求各地市加大对辖区内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
查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经营者普
遍存在的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
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广东省市
场监管局按照“互联网+市场监
管”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广东省特
殊食品电子追溯系统及“特食追
溯”微信小程序的上线运行，以信
息化手段督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
者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
度，确保特殊食品可追溯。该系
统已于 11 月 18 日正式上线运
行，并在全省范围内的特殊食品
生产经营者全面推广应用。

率先开展保健食品体系检查和企业自查工作
“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中小企业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