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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大米”“有机蔬菜”
“有机猪肉”……近年来，有机
食品以安全、健康、营养的形象
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心，越来越
多的“有机食品”出现在各大超
市和电商平台，且价格不菲。
对此现象，有业内人士指出，普
通消费者很难从外观上辨认出
产品是否真为有机食品。许多
超市所谓的有机食品是否真能
达到有机产品标准，还是得打
个问号。

何谓有机产品？根据我国

《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规定，有机
产品是指生产、加工、销售过程
符合该标准的供人类消费、动物
食用的产品。《有机产品》国家标
准规定，有机产品生产过程中不
得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
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以及
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

产品必须经过权威机构的
认证，才能被冠以“有机产
品”。但是，一些商家为了逐
利，打起了“概念牌”，导致了市
场上一些声称有机的杂粮、蔬

菜等农产品，没有经过认证；或
者种植基地经过了有机认证，
但包装、加工等环节没有获得
认证。这样，就很难成为真正
的“有机产品”。

认证，要实地考察食品是否
按照认证体系生产，产地、生产、
加工、仓储、运输、贸易等是不是
合乎认证要求，还要进行实地检
查评估，必要时派检查员对土
壤、产品抽样，由申请人将样品
送指定的质检机构检测。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有机

认证由第三方认证公司收费执
行，企业规模是认证的重要因
素，认证过程带有利益纠葛，这
就妨碍了认证的公正与客观。
而网上广泛存在“有机食品认证
服务”，宣称可以代理认证，并承
诺可确保“一次通过”，也让人对
认证的公信力产生怀疑。甚至，
少数企业只是很少一部分产品
得到了认证，所有产品也都跟着
贴上了有机牌。

有机产品认证，需要监管部
门给力。一方面，落实标准要

严，对有机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动
态管控，对不符合《有机产品认
证目录》进行生产的，坚决予以
退出。另一方面，建立有机产品
的监管联动机制。有机食品进
入市场后，农业、质检等相关职
能部门需通力合作，加强市场动
态监管，严厉查处企业违法违规
行为，尤其是对流通领域、销售
领域，更应不定期进行风险监
测。另外，必须建立相关的责任
追究制度，明确认证第三方和生
产企业的责任。

□ 廖海金

有机食品须加强认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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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校园餐饮浪费的话题引
起了广泛关注。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小学生的食
物浪费明显高于城市餐饮浪费的平均水
平。调查显示，学生营养餐人均浪费216
克，约占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
每份营养餐都有三分之一被倒掉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从数据来看，中小学
校园配餐浪费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
的地步。根据该报告调查，某大城市中
小学生每年校园餐饮的浪费总量估算值
约7780吨，折合成经济损失约1.6亿元，
一座城市尚且如此，如果再把范围扩大
到全国，损失无疑将更为惊人。

中小学校园配餐为什么浪费严重？
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从餐饮供应来看，
营养餐菜色单一，口味不佳，不好吃；站
在学生的角度，部分学生挑食、偏食，饮食
习惯不好，存在勤俭节约意识不强等问
题。而其中，“不好吃”无疑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根据中小学校园餐饮满意度
调查，只有14%的学生对校园餐饮表示满
意，超过八成学生对其口味、质量打了差
评，正是由于营养餐不好吃、学生不爱吃，
才使得很多人选择“用脚投票”，宁愿点外
卖，走出校门也不在学校用餐。

应该说，想让校园配餐满足所有学
生的需求，无疑是一大难题。正所谓“众
口难调”，配餐公司一般都是标准化生
产，而学生们口味不同，饮食习惯各异，
供需之间无法完美契合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再加上储存、配送等客观因素的影
响，中小学校园配餐的确在口味、口感等
方面难以尽如人意。当然，这也并不意

味着中小学校园配餐就没有提升的空间，更不意味着
中小学校园餐饮浪费现象就没有改善的余地。

对此，怎么办？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从供给来
看，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营养餐更好吃。比如，加强对配
餐企业的筛选，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企业丰富配餐的种
类，同时尽可能地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满足学
生多样化的需要。即便部分配餐企业做不到这些，那
至少可以尝试设置大小份，按需供给，减少粮食浪费；
可以尝试优化从制作、运输到发放的流程，提升配餐速
度，改善菜品口味。此外，当前已有学校采取市场运
作、家校监督的模式，让家委会和老师代表通过实地考
察、投票等选择企业，由家长代表每天检查菜品的卖
相、口味等，使相关企业不敢有半点含糊，通过强化监
督倒逼企业为学生们提供安全可口的饭菜。这种模
式，值得借鉴。

从需求端来看，中小学生不爱吃校园配餐与其饮
食习惯、膳食观念等密切相关。很多孩子存在挑食、偏
食等问题，对此有必要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渐
培育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让更多孩子学会珍惜食
物，进而对食物浪费主动说“不”。

食用调和油“吃不死人”
就算“有良心”么
□ 江德斌

□ 夏振彬

说起食用调和油大家并不陌
生，它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食
用油调制而成。近年来，调和油
以其特有的营养搭配理念，受到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然而，
记者通过长达半年多的深入调查
发现，一些名目繁多的所谓食用
调和油实际上和消费者的印象并
不一样。

调和油本是不同种类的食用
油，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制而成。
如某食用油品牌宣称的“1:1:1”黄
金比例食用调和油，即为调和油
里的经典案例，其通过巧妙的营
销推广，不仅获得消费者认可，还
顺利开创了调和油市场，引来无
数跟风者，市场上涌现出五花八
门的食用调和油。相比纯油而
言，调和油是多种食用油混合而
成，价格相对较低，调配比例难以
辨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中
的猫腻预留了空间。记者暗访调
查出来的问题，其实是该行业里
的通行“潜规则”。

用普通植物油勾兑出来的低
端油冒充高端调和油的做法，实

则是在以次充好，乃是钻食用调
和油国家标准缺失的漏洞，有意
混淆概念，在包装和配方上做文
章，以打擦边球赚取非法利润。
2004年底，原国家粮食局标准质
量中心牵头组织超过24家油脂企
业与学界、官方代表研讨确定《食
用调和油》标准制定方案，2013年
底国家卫计委颁布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用植物油》(征求意见
稿)，其中提出调和油产品的标签
应当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
例，但这两项国家标准一直未正
式出台。

由于相关国家标准缺位，“加
一滴橄榄油就敢称橄榄调和油”
的市场乱象丛生。很多所谓的橄
榄调和油、山茶调和油、核桃调和
油，都只在配料表中标注了配料
名称，却没有标明具体添加量或
者含量；有些虽然标注了比例，却
并非真实比例。在生产厂家眼
里，以次充好的食用调和油“吃不
死人，不是地沟油”，只是为了应
付检查，才在低端油里掺入微量
高端油。可这种所谓“对得起良

心”的做法，却是在忽悠消费者赚
黑心钱，还揭示出其道德底线，真
是黑色幽默。

根据《食品安全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生产厂家需
明确公开调和油的具体添加比
例，且不能以“商业秘密”为由推
脱。因此，对于此类以次充好、虚
标成分等违规行为，消费者可以
依法维权索赔，监管部门更应依
法处罚，令不良商家付出法律代
价。此前有媒体统计发现，仅在
2012-2016年就出现8起因调和油
原料成分标志引发的案件，涉及
多个知名品牌，企业无一例外全
部败诉，共计被罚没、赔偿消费者
金额56.1万元。

可见，食用调和油的“潜规
则”得不到法律支持。监管部门
应根据媒体暗访情况，对违规企
业进行调查整顿，依法严惩不法
行为。同时，政府也应尽快出台
食用调和油新国标，明确配料比
例、标志具体成分，对食用调和油
市场依法进行严格监管，防范以
次充好、虚标成分的不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