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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 高云才

“可以有效清除血液垃
圾，治疗糖尿病。原价1192
元一瓶，现在4瓶才卖300多
元，这次是厂家搞活动才这么
便宜的。”患者杨萍很快就订
购了“健康指导师”推荐的“三
七粉”。这家北京贞草堂大药
房有限公司兜售的“三七粉”，
号称能治17种疾病(12月10
日《新京报》)。

这名所谓的“健康指导
师”，之前是外卖配送员，但
经过四天培训摇身一变就成
了能给患者治病的“神医”，
像他这样的“健康指导师”还
有印刷工人。不是患者病
了，而是这些“神医”和其背
后的医药公司得了“忽悠
病”，得给他们治治。先看看
他们的“病症”：

“病症”一：用食品冒充药
品。这家公司推销的产品叫

“七根草牌三七茎葛根超细
粉”，仅是三七茎叶提取物，并
非通常所说的药材三七根粉，
他们把“三七茎葛根超细粉”
名称简化成“三七粉”，听着像
药，误导患者。原国家食药监
总局官网显示，这款所谓的药
品其实是一种代用茶，位列食
品条目。

“病症”二：冒充医生推
介。为了欺骗患者，“健康指
导师”把这款食品描述成“神
药”，并打着全国著名医院或
专家的幌子推广，以巧舌如簧
的话语蒙蔽患者，纯粹一个

“骗”字打天下。
“病症”三：“包治”疾病。

药典记载三七主要用于咯血
等，与其他根本不沾边，但这
家公司声称可治疗糖尿病、脑
梗等疾病。代理商批发价一
瓶25元，这家公司却卖1192
元，牟取暴利。骗术一环接一
环，环环相扣骗患者。

可怕的，不是这家公司得
了“忽悠病”，而是很多公司甚
至是一个群体得了病。据报
道，还有四家公司以同样方式
销售这个产品，这家公司老板
是北京健康产业协会的副秘
书长，其公司被该协会评为优
秀诚信企业。“忽悠病”的一个
表现手法，就是先给自己戴光
环，再用光环去行骗。这些企
业是否采用了这一招术不得
而知，但他们抱团骗患者，与
吸血鬼无异。

骗取患者救命钱的“忽悠
病”，不仅要治，而且要狠治。
用广告法来说，卖假药属于虚
假宣传，以精彩“表演”骗人牟
取非法利益。遗憾的是，他们
的违法广告竟然登上了几家
卫视，对明显具有欺骗性质的
广告，卫视竟然大开绿灯。对
于违法广告的处罚，广告法规
定得十分明确，对身为广告主
的医药公司、发布虚假广告的
卫视、制作虚假广告的经营者
的处罚，一个都不能放过。

不能放过，不光是罚款了
事，还要依法进行刑事打击。
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
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数额50
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特别
巨大”。北京贞草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从11月11日到25日，
仅这一款所谓的“神药”就销
售61万元，涉嫌构成诈骗犯
罪。这家骗子公司能否被打
掉，让我们拭目以待。

食品冒充神药
“忽悠病”得狠治

□ 党小学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从
全国秋粮实打实收情况看，秋粮
已经全面获得收获，加上丰收到
手的夏粮，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又
将突破1.2万亿斤。粮食产量稳
定，粮食安全基础牢靠，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也要看到，粮食连年丰收，
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随着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和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粮
食消费总量呈现刚性增长趋
势。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粮
食消费总量将达到1.4万亿斤，
粮食供给的压力较大。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有待进一
步完善。随着规模化农业的推
进，农地流转的比例不断提高。

而现有农业综合补贴是依据承包
土地面积直接补贴给拥有土地承
包权的农户，出现了“拿补贴的不
种粮，种粮的拿不到补贴”的现
象，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粮农的生
产积极性，同时农业补贴政策的
边际效应受到抑制。

农业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耕地装备水平需要进一步
提高。目前我国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到66%，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57.5%，高产田面
积达到5.6亿亩，虽然已经取得
历史性的进步与成就，但提升空
间依然巨大。

农产品价格虽然总体上保
持稳定，但与农业的强投入相
比，粮食生产的回报率还是不

高，农民仅靠种粮而不依赖副业
或外出打工，养家糊口依然有难
度。这些年，我国粮食价格改革
和粮食收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市场为主、补贴为辅的价格形成
机制正在完善，但玉米、小麦、稻
米等谷物的市场价格常常只是
覆盖了生产上的投入，难以让粮
农在价值回报上有更多获得感。

粮食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政策链、产业链、收储链，供
给链、加工链、贸易链，哪一条
链都十分重要，任何一个环节
有差池，有过失，都会造成难以
挽回的后果，都会对粮食安全
形成威胁。

民以食为天。在我们这样
一个泱泱大国，粮食出了问题，

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在粮食生
产上，我们决不能犯任何颠覆性
的错误。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一
方面要提高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的精准度，具体来说，就是精准
补贴对象，优化农业补贴内容，
提高农业补贴标准。要用创新
的思维提供新的制度性供给，比
方，对拥有承包地农民要进行流
转费用补贴，降低耕地流入方的
粮食生产成本，增加流出方的土
地租金收入。同时，对拥有经营
权的流入方实施种粮补贴，激发
生产者种粮积极性，解决粮食生
产与补贴错位问题。

另一方面，要把粮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落到实处。
今年我国秋冬种将努力实现“一

稳、一扩、三提升”的目标。“一
稳”，即保持小麦播种面积基本
稳定，适当调减地下水超采区、
条锈病菌源区、赤霉病重发区小
麦面积，力争冬小麦面积稳定在
3.5亿亩。“一扩”，即扩大冬油菜
播种面积，巩固长江流域主产区
油菜，积极开发南方冬闲田扩种
油菜，力争全年油菜面积达到1
亿亩。“三提升”，即提升播种质
量、力争一播全苗，提升优质比
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种植效
益、助力农民增收。

粮食丰收了，不是可以喘口
气、歇歇脚的理由，更不是让粮
食生产放一放、搁一搁的借口。
食为政首，粮食生产永远在路
上，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

盒马鲜生“标签作假”
问题出在哪？
□ 刘 艳

被打上新零售概念标签的
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以下简
称盒马)陷入“标签门”。消费者
在盒马上海大宁店看见工作人
员更换胡萝卜包装时把日期也
换了，市场监管局接举报后，立
案调查。11月21日，盒马创始
人、CEO侯毅在社交媒体上发
致歉信称：盒马上海区总经理
负有管理责任，就地免职，盒马
开始在所有门店开展自查，进
一步完善操作标准。

业务管理未跟上规模
扩大速度

很多盒马的拥趸者感到郁
闷，这样一家被视为新零售业
态标杆的超市，怎么能容忍标
签作假的传统陋习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看，“胡萝
卜”事件之所以发生，源自员工
销售业绩压力。盒马在近日发
布的声明中承认，更换胡萝卜
标签一事属实，并强调“这种行
为是绝不允许的”。“此事暴露
我们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应当
由管理团队而不是一线员工承
担责任，取消对当事员工的处
罚。”侯毅说。

盒马表示，私换标签折射
了管理团队在价值观层面的不
足，处罚也是源于近期在品质
和服务端出现的问题。侯毅认
为：“服务、品质是盒马的生命
线，但我们没保持好对客户的
敬畏之心，散漫了对客户第一
的坚持。”侯毅在致歉信中提
到，在自查的同时，盒马将邀请
消费者担任服务监督员，遇到
类似问题可直接向CEO团队进
行反馈。

中粤联合投资合伙人罗浩

元说：“从2015年开业到现在，
虽然盒马规模不断扩大，但管
理没有跟上狂飙的速度，新模
式虽然红遍江湖，但没能解决
员工业绩考核、流程管理等企
业经营中的老问题。”

需追求透明化而不是
遮遮掩掩

虽然消费者通常自己会判
断蔬菜是否新鲜，但超市擅自
更换包装日期的行为，是另一
回事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上海汉盛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认为，
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盒马的行为不
仅违背了其对消费者作出的承
诺，也违反了我国对食品安全
的管理制度。

盒马的日日鲜柜台商品一
般以绿叶菜为主，及一些不易
保存的农产品，这个柜台吸引
人之处在于“只卖当天菜，不卖
隔夜菜”，商品的统一包装上印
有生产日期和销毁时间，但很

多商品标签上却没有印保质
期。对此，罗浩元这样解释：
“农产品及生鲜产品比较特殊，
没有明确的‘保质期’，很多商
家在标示时使用‘包装日期’，
商品不新鲜后下架。不仅盒
马，行业都是如此。”

“盒马员工替换日期标签
映射出了商超环境的常态。联
华超市在2016年就曾因频繁出
现两个日期被法院判以十倍赔
偿，相关裁判文书在近三年有
上千篇。”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董毅智说，“监管仍然存
在空白地带，或许这样的情况
还会发生，只能期待有更严格
的方式来规制这种行为，保护
消费者的权利。”董毅智表示，
我国的超市售卖临期产品的不
在少数，因为商品依然 可食
用且价格低廉，很受用户欢
迎。临期或过期商品，不意味
着要以欺瞒、蒙骗的手段处理，
消费者追求的是透明化，而不
是遮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