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们经济实力的提升，
追求更营养、更健康、更天然的
品质生活成为时尚。“有机”“天
然”食品的出现刚好契合了人们
的渴望，随之兴起的相关商业模
式也迅速升温，从城郊农场“订
制有机蔬菜”到CBD里各种“有
机果蔬”体验店。

情怀满满，广告动人，有机
食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
与营养健康有些什么关系呢？

有机风潮兴起

人类从事传统农业已有几
千年的历史，人口不断增长总伴
随着一系列问题：口粮不够人头
多、遇到虫灾颗粒无收、地里的
杂草长的总比粮食好……随着
科技进步，聪明的人类开始运用
除虫剂、除草剂、化学肥料等现
代科技增产增收。

20世纪20年代，欧洲发起
“现代有机运动”，主要目的是
保持土地肥沃、抵制农业工业
化。随后几十年，避免对化肥、
农药和杀虫剂的依赖慢慢成为
有机农业的动机。早在20世纪
40年代有机农业就已经被用来
形容“一种包含土壤、农作物、
动物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包括

在不使用杀虫剂的情况下植物
轮作、虫害管理、动物肥料的使
用等。

1962年著名的小说《寂静的
春天》让公众意识到DDT和其
它农用化学物质对环境和人类
健康的危害，增加了人们对“有
机”的渴望。与传统食品相比，
现代有机食品在无污染的环境
中种植或培育，不仅不使用农
药、化肥、生长调节剂、兽药等化
学物质，也不使用转基因技术，
并且强调动植物多样性和植物
轮作，改善土质，使用可回收材
料和可再生能源。

全球大多数有机食品的消

费者均认为经过认证的有机食
品更健康、更营养、更少受到化
学制剂污染，当然还有很多人
出于环保和保护动物因素而倡
导有机食品。我们在广告中甚
至能看到，有机食品在某些成
分上优于传统食品，但事实并
非如此。

走出认识的误区

常听到有人这样说 “哎
呀！这个水果是有机的，颜色更
鲜亮，天然果香，比那些打了药
的好吃的多!”然而在盲测中，人
们的嗅觉、味觉、视觉似乎并不

能够区分出有机食品与普通食
品，而对有机食品的加工也没有
严格限制盐、糖、脂肪等的含量，
如果加工过程中形成高能量密
度的食品，与未加工的普通食品
相比，有机的未必更健康。

2016年一篇总结了15项研
究的文章中提到，大部分提到有
机食品之所以含有更高浓度维
生素C、抗氧化剂、Omega3脂肪
酸，可能与种植方式相关。在对
蔬菜的meta分析中，有文章提出
有机蔬菜含有更少的硝酸盐，更
高浓度的矿物质、维生素C和其
他生物活性物质如胡萝卜素、生
育酚等。由于有机作物的低密
度生长，镰刀菌素等含量要优于
普通作物。在有毒金属污染上，
有机作物和传统作物并未被发
现有区别。

尽管普通食品与有机食品
在成分含量上略有区别，但当试
验聚焦在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
响上时，并没有找到充分证据说
明它们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可
以说当人们从膳食中已摄取了
丰富的营养素，有机食品中细微
的高含量成分，对营养素的贡献
微乎其微。

科学家们还尝试从流行病
学角度研究有机食品与湿疹、呼

吸系统疾病、男孩生殖发育、精
子质量和癌症等的关系，但几乎
未能发现存在因果关系。到目
前为止的所有研究均不足以支
撑广告宣传中有机食品对人类
健康更有益的观点。

化肥含量低是事实

虽然有机食品并不像之前
宣传的那么有营养，但有机食品
更少含有化肥却是不争的事
实。多项研究表明，食用有机食
品的成人和儿童尿液中农药残
留含量较低。有报告指出，与传
统食品相比，有机食品在杀虫剂
残留水平方面优势明显。以有
机方式饲养的家畜染有耐药细
菌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在饲养过
程中，它们只在生病时才会服用
抗生素。

专家提示，如果消费者关心
环境污染、心怀动物福利，花费
大量金钱对家庭预算毫无负担
的话，有机食品不失为一种优质
选择；如果消费者需要更多考虑
性价比、食物营养与健康的关
系，那么先做好食物多样化，均
衡膳食，在预算内选择安全有保
障的普通食品。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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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近日，有网民发布了一篇帖子，
讲述自己因为在牛肉面里吃到了一
根头发而将餐馆告上法庭，并最终
获赔的经过。

据了解，7月初，当事人在宁波
某餐厅点了一碗白切牛肉面和一个
卤蛋，共计16元。而最终经法院调
解，当事人获赔1000元以及当天就
餐费用16元，共计1016元。不少网
民称这是“教科书”般的维权。

当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当时餐馆服务员没有积极处理解
决，态度也不太好。他说：“服务员
一过来很随意的感觉，就说有头发
很正常，给换一碗。我说就这么简
单吗？服务员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说‘你还想怎么样’，可能把我当作
敲诈讹钱的了。”

当事人随后拍下了就餐支付小
票以及有头发丝的那碗面的图片，
并拨打消费者投诉热线12315。但
餐馆并不同意调解条件，宣称让当
事人去法院走法律程序。

挂断与餐馆沟通的电话，当事
人就去了宁波海曙区人民法院立案
大厅。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水红东
表示，本案完全符合立案条件。

水红东介绍，就本案而言，原告
作为消费者，被告作为经营者，原告
确实到被告的面店吃了饭，根据原
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在被告面

店吃饭过程中发现了头发，他们有
利害关系。原告的诉请在本案中明
确为1016元。该案完全符合立案条
件，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不论案件
金额大小，法院都会走完整的审理
流程，都会一样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
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原告援引这一条，要求一共赔
偿1016元。在开庭前最后一次调解
时，被告餐馆终于同意这一条件。

水红东说，消费者协会处理不
了可以到法院来，到了法院不会再
有后面的流程了，要么调解，要么判
决。这个案件如果开庭，证据确实
充分就要作出判决。现在司法公
开，裁判文书都要上网。

虽然此案最终并没有进入庭审
环节，但水红东法官表示，原告有权
利保护意识，而选择追责是消费者
的权利，这一方面可以维护自己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企业更
加合法合规地经营。

他指出，消费者应依法积极维
权，积极监督企业的各项经营行为，

但在监督过程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法
律知识。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一
些不懂的问题可以通过搜索了解到
相关法律规定。但最关键的是要有
权利保护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
消费者过于软弱，经营者就会越来
越猖狂。

不过，一提到要走法律程序，有
些人不免会担心走法律途径是否会
耗费大量的金钱成本及很高的时间
成本。

对此，水红东介绍，现在走诉讼
程序并不复杂。从立案角度看，以
往都是纸质现场立案，而现在有邮
寄立案、网上立案、移动微法院立案
等多种立案方式。从审理角度看，
现在办案周期短、效率高，一般的案
件1~3个月内都能审结。金额比较
小的案件，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可以
走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从诉
讼费角度来看，1万元以内的案件诉
讼费为50元。如果走简易程序，结
案之后还可以再减半，即25元。

水红东建议，消费者要学会用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遇到
问题一定要及时留存证据。

小伙“较真”、不怕麻烦的精神
不光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更给
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商家一个教训。
相信只要肯较真的公民越多，“乱
来”的商家自然就越少。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在消费者购
物越来越便捷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手段也在
不断翻新。而《电子商务法》的落地，为电商平台划
出了安全底线。届时电商平台、代购店铺、个人代
购，都会成为监管对象。

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势必
对合法经营者有莫大好处。就拿婴儿配方奶粉来
说，违法违规的配方奶粉，势必会被挡在国门之外。
未来中国奶粉市场将会更加规范，优秀的、专业的中
国奶粉品牌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会愈加明显。可以预
测，未来伊利旗下金领冠婴幼儿配方奶粉会以匠心
品质，领跑中国奶粉市场。

高品质者得红利

从《电子商务法》问世来看，2019年势必是高品
质产品的天下，无证经营、靠照片卖钱的商家都将淘
汰。而质量胜出的产品，也将会在舞台上绽放更加
绚丽的光芒。作为亚洲最大的乳企，伊利对产品品
质的把控，几近苛刻。

在检测上，伊利将品质视为生命，致力于生产
100%安全、100%健康的乳制品。将质量管理工作战
略升级为“质量领先3210战略”，聚焦“全球最优品
质”，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持续升级全球质量管理体
系，将严苛的质量管控标准贯穿于全球产业链，保证
零食品安全事件。截至2017年年底，检测设备累计
投入6.35亿元，全年的检测费用投入近3亿元。

在原料控制上，伊利一直执行严于国家标准的
世界一流、极为严苛的原材料质量控制标准，不仅增
加了众多质量控制指标，而且对每项指标设定了极
为严格的限量值。不少全球乳品顶级供应商都称伊
利的标准严格程度“史无前例”。 ＞＞下转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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