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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永平

伴随消费升级，人们不再满
足于吃饱，开始追求吃好。购买
农产品时，更在意营养如何、是
否安全。市场“指挥棒”引领，各
地纷纷上马绿色农业、有机农
业，全国“三品一标”（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总数达到12.2
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
提升。快速发展背后也潜藏风
险。有的基地取得有机认证后
“一劳永逸”，放松生产标准；有
的商家虚假标注、不实宣传，买
个标签一贴，就堂皇上市。假冒
伪劣不绝，消费者真假难辨，在
信息传播快速的今天，往往一个
个案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让整

个产业蒙尘。
有机产品为何问题缠身？

一是门槛高，技术难。一位基
层农技员坦言，与普通菜比，有
机蔬菜要贵上几倍甚至十多
倍，利润不小，但不是谁都能干
得了。同样是畜禽粪便，在农
民眼中是劲头十足的有机肥，
在专家看来却可能存在污染隐
患。前些年某县大户用养殖场
的鸡粪种出的有机菜，被检出
重金属超标，教训不浅。二是
重认证，轻监管。有机食品需
要从田头到市场再到餐桌全流
程监管，涉及多个部门，有的机
构发证后，每年最多去企业检
查一两次，监管难到位；有的机

构把“认证”变成了“卖证”，监
管成了空话。

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保
障“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字当
头，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推动农业发展从量到质转
型升级。

放心农产品是“产”出来
的。有机农业离不开标准化生
产，从目前来看，组织化程度低
仍是重要制约因素。把住有机
产品生产安全关，要更加注重把
农民组织起来，提升标准化生产
水平，严格控肥、控药，避免乱
用、滥用农业投入品。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生产，
通过土地有偿流转、入股分红等
形式，让小农户加入到合作社等
规模生产主体，提高小农户标准
化生产的覆盖面。

放心农产品是“管”出来
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
广，“有机”标签不可一贴了事，
要创新管理、凝聚合力，坚持零
容忍、严监管、全覆盖，健全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坚决对假劣产
品下猛药、出狠招，不管是产地
还是销售地，哪个环节、哪个部
门出问题就严格追责，织就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的天罗地网。
扎紧扎牢制度篱笆，1%的问题
要用100%的努力去解决，消费

者信心才能越来越足。
放心农产品是市场中“长”

出来的。目前，有机产品优质优
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原因在
于百姓认知度不够、生产经营主
体品牌意识不强、产品品质还没
有真正到位等。有机产品是优
质绿色生态的主导产品，要在实
现产品品牌效益上发挥示范作
用，塑造和提升品牌影响力。是
金子总会发光的，有了好产品，
靠信誉、靠质量、靠货真，才能获
得老百姓的口碑。

为有机产品营造清清朗朗
的市场环境，让广大消费者吃得
放心，千家万户的农民才能种得
安心。

□ 张涛

“有机”标签不可一贴了事

办好老年餐桌
需要“软硬兼施”

老龄化社会，脚步越来越近。照
顾好身边的老人们，是全社会的责
任。民以食为天，把老年餐桌办好，是
当下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居家养老，无疑是目前众多老人
的首选。在子女们为了生活奔忙无法
天天侍奉于案前之时，生活上的必要
保障就成了一个难题。不是所有老人
都能承担得起雇用一个专职保姆的费
用。面对着复杂的烹饪过程，吃什么、
怎么吃，是老人们的第一难题。推广
老年餐桌对推动家庭养老意义重大。

现在不少社区都开办了老年餐
桌。但是除了老年社区，更多老年人
居住在年龄层比较多样的小区里。因
此，老年餐桌服务，是不是能开到老年
人心里去，更进一步，能不能办成老年
人除物质食粮外精神食粮的“储蓄
所”，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小的难度。

据媒体报道，各个老年餐桌，效果
不一。有的热到要提前排队领号，有
的冷到机器坏了都无力修理。这样的
现状，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对于老年
餐桌的有序管理，不仅仅事关老人，而
且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

早前就有长期从事老龄化问题研
究的专家提出，解决老年餐桌的问题，
要多管齐下。“其一，针对不少老年人
有慢性疾病的现实，要扶持专业的老年
营养餐制作与配送企业，做好老年人的
营养分类、评估、监督工作；其二，运营
模式上要打破目前这种分散的运行方
式，转变成有中央厨房、就餐点、配餐
点、送餐助餐服务的体系，为老年人提
供营养膳食；其三，要有健康的服务与
指导，营养师的加入能够提升老年餐的
营养健康水平；其四，家庭助餐服务要
向失能失智这些特殊群体倾斜，为这
些特殊困难家庭提供配餐服务。”

也就是说，老年餐桌，不应该是单
兵作战，而应该是以点带面，以标准化

运作的方式，将目前的成功范例进行
全面推广，达到让所有老人受益的效
果。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个性化服务
的能力。这需要政府部门与企业联
动，更需要长期不懈的执行与监管。
具体地说，办好老年餐桌，需要“软硬
兼施”。

从硬件的角度上来看，从菜品的
供应、加工程序到配送的过程，都需要
有严格的标准出台，才能保障老人们
的用餐质量。老年人的饮食有其特定
性，比如必须少油少盐，要软烂适口，
还要营养均衡。单纯一个餐桌根据老
人们的需要解决了某一个问题，并没
有普适性，所以就会造成菜品供应质
量不一，餐点遇冷或过热。如果能够
有统一的管理，再加上灵活的个性化
服务，那么，一个合理化的改变，就能
够惠及更多的老人。从成本上考虑，
老年餐桌更应该倾向于公益化性质，
政府应该予以支持，不能让办老年餐
桌的企业独立支撑这项“成本高利润
低”的工程。

另外，软件上的标准可能更难以
实现，但也许是更重要的指标。老人
们在年迈的同时，更需要被尊重被鼓
励，老年餐桌不应该仅仅是老年人果
腹之所，更应该重视他们的要求、理解
他们的难处，给他们关爱和照顾。在
老人们得到可口饭菜的同时，他们也
需要“对口味”的精神滋养。在礼貌服
务、倾听需求之外，提供健康养生知识
甚至提供一些相关培训，也许都应该
纳入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视野。

中国有句古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期待老年餐桌能够呈上子女对父
母的一片孝心，和全社会对于老人们
的一份敬意。让老人们能够在吃得满
意的同时，收获一份自尊和自信。这
对于许许多多未老之人，都是一剂非
常重要的安心良方。

对网售野生动物
制品不能止于下架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
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
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
交易服务。在网友发文举报后，微拍堂
迅速将涉事商家查处封店，并表示希望
网友能一直监督，平台一定会严肃处
理。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和态度值得
肯定，但对网售野生动物制品不能只是
一封了之。

网售野生动物制品，不是简单的违
规行为，而是已经触犯法律。根据《野生
动物保护法》，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
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
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
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刑法》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因此，有关部门应当依
法对网售野生动物制品进行查处，构成
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将涉事商家封店下架是必要的，但
这并非平台所应该做的全部。倘若仅仅
是一封了之，非但不构成实质性惩罚，反
而可能形成变相保护，客观上方便商家
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这不但会损害法
律的尊严和权威，也无助于震慑销售野
生动物制品的违法行为。据报道，尽管

网友举报的店铺已经被封店，但仍有商
家售卖野生动物制品，涉事商家虽然被
查封，似乎也无关痛痒，完全可能换个名
字另起炉灶。

2016年艾利艾智库发布的首份《中
国野生违禁品网络交易趋势研究报告》
显示，野生违禁品买卖作为传统的线下
犯罪形式，正在逐渐呈现出向网络迁移
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野生违禁品通过网
络渠道售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保
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需要每个人的努
力。尤其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来说，向有
关部门举报违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2014年起施行的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第三
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通过平台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
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
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
行为，应当向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报告。”

在上述案例中，除了对涉事商家采
取下架、断开链接等措施，微拍堂更应及
时保存相关证据，将违法线索移交相关
部门，由其立案调查。既要严肃查处涉
事商家的违法销售行为，同时应当顺藤
摸瓜，揪出背后非法捕猎杀害野生动
物、生产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团伙，并
对违反《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快
递企业予以处罚。只有提高违法成本，
斩断制售野生动物制品的利益链条，才
能切实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

有机蔬菜以假乱真的案例让不少消费者揪心。花高价买有机菜，本来图的是原生态、安全放心，没想到商家玩猫
腻，贴着有机标签，却检出多种禁用的农药残留，这样的有机菜咋能让人放心？

□ 侯江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网络拍卖平台微拍堂上，有商家售卖野生
动物制品，包括虎皮、虎骨、象牙、穿山甲甲片和熊胆等。目前，该
网络交易平台仍有店家叫卖上述动物制品。平台客服人员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禁止在平台出售，如有发现可以
进行举报，会有专人进行处理。（7月3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