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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秀艳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就非法
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中约
谈广东省广州、江门、东莞，江苏
省连云港、盐城，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和浙江省温岭等7市政府。
7个城市涉及危废的企业不在少
数，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一
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约谈后发布的通报说，盐城
市辉丰农业公司是一家上市公
司，长期非法处置和违规贮存危
险废物，群众对此举报不断，甚
至通过律师公开致函市委、市政
府，要求查处企业违法行为。但
盐城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

并多次以“群众举报不实”了结
案件。2016年7月至8月，中央
环保督察组进驻盐城后，先后两
次交办辉丰农业公司污染问题，
但盐城市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
轻，仅就企业环境管理提出整改
要求，未对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
问题开展针对性调查，导致问题
迟迟得不到解决。

辉丰子公司连云港市华通化
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公司副总经理奚圣虎，日前也因
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执行逮捕。可
以说，这家在资本市场一度风光
的上市公司，不仅祸害了其发家
地、被誉为东方湿地之都的江苏
省大丰市的生态环境，在其扩张

的过程中又污染了更多的地区。
随着辉丰公司被中央环保

督察组以及生态环境部彻底曝
光，不少人心生疑问：当地政府
为何置百姓举报甚至律师函于
不顾，无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问题，不断为企业开脱？这家
企业在当地政府那里咋就这么
有面子呢？

原来，化工业是盐城市的四
大支柱产业之一，辉丰公司去年
的营业总收入达123.22亿元，在
当地支柱产业中占据一席之
地。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当地就
业、税收的贡献不言而喻。也就
是说，企业的面子是所谓的“财
政贡献”撑起来的。

对于地方来说，有了充裕的
资金，才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
改善民生办实事，政府支持企业
发展无可厚非，重视支柱产业和
重点企业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
果企业“污迹斑斑”，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创造价值，政府还在
使劲地“护犊子”，不断为它“遮风
挡雨”，这就很成问题了。这反映
了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
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看似在“保
增长、保就业”，实际上是对百姓
健康不负责任，对当地生态环境
和子孙后代的发展不负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
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地区
各部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
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领导干部是
关键少数，首先要提高认识，树
立正确政绩观，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
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
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正在
持续。生态环境部约谈地方政
府并通报情况，一是为了督促当
地政府切实整改，二是警示存在
类似问题的地方，不能再为违法
排污企业撑保护伞了。领导干
部尤其要引以为戒。

□ 周俊生

这两年，农产品的销路成了一个严
重问题，每年都有各种农作物滞销的新
闻出现，满天飞的滞销农产品信息配上
农民一脸愁苦的画面，成功地唤起了大
家的恻隐之心。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
类似的悲情营销农产品只有四成是真
的。

很显然，这是农产品销售商策划的
一种“悲情营销”手段，通过唤起消费者
的同情心来推销农产品。在各种市场营
销手段中，“悲情营销”有它的一席之
地。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农民是靠天
吃饭的，一旦遇上恶劣的自然灾害，颗粒
无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消
费者能帮一把是一把，个人的力量虽然
微薄，但通过此举分担了一些农民的忧
愁，即使这个产品不是自己最需要的，但
也算是做了一件良心事。“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消费者通过购买可以获得一种
心理上的满足，而农民则可以通过这样
的手段将自己滞销的产品卖出去，使问
题得到解决。

但是，“悲情营销”必须建立在信息
真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一旦消费者得
知这是假的，就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欲望，更严重的是
降低自己的同情心，以后再见到类似的

农产品滞销，就不大会再伸出援手。这
种短视行为将会对市场造成不可忽视
的负面影响。

用欺骗的手段来骗取消费者的同情
心，实际上已经不是正常的“悲情营销”，
而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达到一定数量，
就会涉嫌违法犯罪。虚假的“悲情营销”
的出现，也说明市场监管还有不够完善
之处。一般说来，商店、商铺在经营中如
果以次充好，短斤缺两，只要消费者向监
管部门举报，商家都能受到严肃处理。
但这种发生在产销地的欺诈性销售，很
容易得到地方保护，再加上消费者即使
有投诉，由于金额通常不大，往往也不会
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
在全社会经常性地开展诚信教育，引导
农产品经销商诚信经销，另一方面消费
者也应抱有足够的警惕，对于网上出现
的各种宣传和炒作，不能盲目相信。

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有必要加强
监管，对于一些通过这种虚假营销欺骗
消费者的恶劣行为，可以抓住典型事件
进行严肃处理，以此来弘扬诚信经营的
风气，为诚实守信的经销者和消费者建
立起干净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而农村地
区将这种监管系统建立起来，也有利于
本地的农产品建立起市场信誉，让农民
真正得到实惠。

对于三文鱼很多人都不陌生，常生食，亦可熏烤煎炸，鱼骨还
能煲汤，是很多吃货的心头爱。不过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市场上
有三分之一是“假冒”的三文鱼，很多人吃的是一种名为虹鳟的
“淡水三文鱼”。对此争议很多，新华社报道称，“淡水三文鱼”不
是三文鱼，生吃容易感染寄生虫。

现在围绕“淡水三文鱼”的辩论很是热烈，可是思辨与诡辩只
有一步之遥。三文鱼并不是某一个品种鱼的专称，而是一个在流
通中逐渐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三文
鱼都是“海产品”，这一点在业内是不存在疑义的。作为“淡水三
文鱼”的虹鳟，并没有海水生活史，仅仅因为同属一大类，而把其
称为和替代三文鱼，这是不是张冠李戴？

现在，对“淡水三文鱼”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能不能吃、好不好
吃上。新华社的报道称，生吃淡水鱼虾易感染寄生虫，这是常识，
即便是海产的真正的三文鱼，也并非都适合生吃。来自中国渔业
协会的声音认为，三文鱼有没有寄生虫，不决定于是否在海水还
是在淡水生长，而是看其生长过程是否安全可控。有一点是公认
的，“淡水三文鱼”的味道依然很好。可以预计，围绕“淡水三文
鱼”能否生吃、好不好吃的争议，还会持续进行。这固然是一个大
问题，但真假三文鱼的要害并不在此。

三文鱼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之所以成为“网红”，与
其海产品的身份标签有着很大关系。很多人认可三文鱼、消费三
文鱼，主要奔着“海产品”这三个字而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
可能不在乎来自哪里，只在乎味道如何。消费者有明白消费的权
利，只有尊重这一权利，“淡水三文鱼”的市场之路才具有正当
性。可是在市场上，又有哪一个商家把“淡水三文鱼”的真相告诉
消费者了？

农产品的明白消费权，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很多市场矛盾的
根源。对于一般商品而言，消费者只要看一下标签，就可以知道商
品来自哪里，主要成分是什么。可这在农产品身上，明白消费有时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如果说过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着很多掣肘的
话，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有技术已给明白消费创造
了条件。只要给农产品制作一个标签，消费者掏出手机扫描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就能明白“从产地到餐桌”的全部信息。

这属于农产品追溯体系的内容。原农业部在《“十三五”全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按照“互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理念，拓宽追溯信息平
台应用。现在的问题，可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更有可
能是利益问题。正如“淡水三文鱼”，如果可以扫描标签，明明白
白消费，那只是消费选择的问题。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
难，最怕在利益裹挟下，不愿意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故意打“擦
边球”，把消费者当“糊涂蛋”。

因此，真假三文鱼的要害并非“好不好吃”，而在于能不能做
到明白消费。有人提出“淡水三文鱼”背后有大量养殖者，很可能
受到这次争议影响。以养殖者绑架消费者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在
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的共识下，养殖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相通
的，而不是对立的，更不是一方牺牲一方的关系。其实，虹鳟鱼本
身很好吃，做好了市场推广开发，没必要蹭三文鱼的流量。

“明不明白”比“好不好吃”还重要，真假三文鱼倒逼农产品追
溯体系。既然“鱼是好鱼，被人弄坏了”，且其身价不菲，那就更应
该建立追溯体系，努力成为先行者。市场早就证明，蹭流量其实
是一个风险活，老想抄别人的小路，最终可能导致自己无路可走。

三
文
鱼
的
真
假
比
味
道
更
重
要
□ 乔杉

岂能为污染企业“遮风挡雨”

“悲情营销”六成虚假亟待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