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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价高人不识
◆本报记者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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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绿色产品概念模糊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备受社会
关注，绿色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各种绿色食品展销会异常火
爆。如刚刚落幕的 2016 哈尔滨
绿色食品（上海）展销会，1000多个
名优新特农产品现场集体亮相，大
米、杂粮、豆制品、蜂蜜和木耳、蓝莓
等产品购销两旺，每天逛展市民
和前去洽谈的客商过万人。

日前，记者也走访了北京市
内多家大型超市，在海淀区万寿
路地铁口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超
市，绿色食品专区的蔬菜包装精
良，整齐地码放在货架上，与普通
蔬菜相比要“高大上”许多。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产品外包
装上都印有绿色食品标志，以及中
文“绿色食品”和英文“Greenfood”
字样。此外，还有由英文字母 GF
与 12 位数字组成的企业信息码
和“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
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字样。

一位正在绿色食品专区选购
蔬菜的市民表示，还真不清楚绿
色食品需要认证，只知道这种食
品的价格高，吃起来更安全、更放
心，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在丰台区靛厂路的一家生活
超市，记者看到蔬果区专门辟出
一块区域，整齐地码放着用保鲜
膜和白色塑料盒包裹的蔬菜和水
果。当记者停下来查看时，一旁
正在码放蔬菜的工作人员主动走
过来向记者介绍：“这些都是绿色
食品，没有污染。”

但记者并没有看到包装上有
绿色食品标志和字样，与旁边出
售的普通蔬菜不同的是，一是价
格较高，二是包装较好。当记者
询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绿色食
品标志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不
太清楚，但向记者强调这些都是
从产地直接运过来的，都是没有

污染的绿色产品。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

市民，在他们的印象里，一提到绿
色食品，大都认为就是没有污染，
或者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其他的
都含糊不清，也不知道怎么去识别。

价格高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为了博得消费者的好感，不
少产品都以“绿色”“有机”作为卖
点。例如在京东上，某品牌面粉
在宣传材料中，号称是唯一被绿
色认证的面粉，但记者搜索了一
下，其实还有不少贴有绿色认证
标志的面粉在售。

调查中记者发现，贴有绿色
食品标志的蔬菜价格较普通蔬菜
价格高很多。记者在丰台区万丰
路一家去年 10 月开业的大型商
场超市看到，绿色食品销售区域
鲜有顾客问津。工作人员高女士
表示，绿色食品价格普遍较高，销
量并没有说得那么好。

在丰台区莲宝路的一家早市，
韭菜的价格为 4元一斤，而在超市
出售的被认定为绿色食品的韭菜，
单价得十多元。同样，在超市出售的
5公斤袋装面粉，一般为20元～30元
左右，而同样重量标有绿色食品认证
的袋装面粉，要高出10元～30元。

在靛厂路那家生活超市，记
者在果蔬销售区观察了 20 多分
钟，这期间不断有市民拿起工作
人员宣称的绿色食品查看，但真
正够买的却一个也没有。

很多市民都表示，绿色食品包
装好，但确实比较贵，自己日常食用
就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平时购买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都是给孩子吃，图个放心，大
人吃还是购买普通的蔬菜。

贵得多的绿色食品，真的是
没有污染，不用化肥和农药吗？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
给出的定义，绿色食品是指产自
优良环境，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
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产品安
全、优质，并使用专用标志的食用
农产品及加工品。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原院长蔡同一表示，
与普通食品相比，绿色食品强调
其产品出自优良生态环境，从原料
产地的生态环境入手，通过对原料
产地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因子严
格监测，判定其是否具备生产绿色
食品的基础条件，而不是简单地禁
止生产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

临近春节，食品市场渐渐红
火。眼下，人们不再单单满足于
吃饱，更要求吃得健康、吃得绿
色。价格远高于普通产品的各种

“绿色”“有机”“无公害”产品尤其
受到消费者青睐。有调查显示，
这些产品节日期间销量较平时普
遍会有所增加。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
并不真正了解绿色食品，只是凭
感觉认为这些产品可能更健康、
更安全，而价格高也使其难成普
通家庭餐桌必备食品。

绿色食品“绿”不“绿”，取决
于产前环节的环境监测和评价，
产中环节具体生产、加工操作规
程的落实，以及产后环节产品质
量、包装、运输、储存控制。换言
之，绿色食品既是“产出来”的，也
是“管出来”的。

由农业部修订实施的《绿色
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取消了绿色
食品认证的“终身制”，规定其有
效期为 3 年，期满后可申请续用，
通过认证审核后方可继续使用绿
色食品标志。在有效期内，对抽

检不合格及违章用标产品取消其
标志使用权。

据了解，除每年对获得绿色
食品使用标志的产品进行常规年
检外，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每
年还委托检测机构对获证产品进
行 监 督 性 抽 检 抽 验 ，抽 查 比 例
30%左右。如检查发现不合格，
将在媒体上予以公告。

另外，《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
法》对食品安全及企业诚信业作
出明文规定，申请使用绿色食品
标志的生产单位，前 3 年内无质

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在
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期间，因检查
监管不合格被取消标志使用权
的，3 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情节
严重永久不再受理其申请。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
的 绿 色 食 品 监 管 信 息 显 示 ，仅
2016 年 1～8 月就检查了全国 46
个 城 市 或 地 区 的 146 个 各 类 市

（商）场，取消了 64 个绿色产品标
志使用权，整改不规范用标 125
例，发现假冒产品 32 个，协查案
件 9件。

■聚焦

绿色食品如何辨别真伪？

农业部门的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全国绿色食
品企业达 10306 家，产品达 24671
个。按产品级别分，包括初级产
品、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按
产品类别分，包括农林产品及其
加工品、畜禽类、水产类、饮品类
和其他产品。对于绿色食品，农
业部门有非常明确的认证规定。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想要选
购到真正的绿色食品，一方面要
看标识，另一方面要看认证机构。”
在北京市东城区磁器口附近的一
家绿色产品超市，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
的产品，在产品包装上，会在显眼
位置标出绿色食品的标志。这些

绿色产品，农业部有专门机构对其
进行前期的审核和后期的追踪。

据了解，目前国内唯一能做
绿色食品认证的是农业部下属的
中 国 绿 色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CGFDC）。中心认定颁发的绿
色食品分为两个等级，A 级标志
为绿底白字，AA 级为白底绿字。
凡绿色食品在包装上都同时印有
绿色食品标志，以及经“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使用绿色食品
标志”字样的文字和批准号，同时
做到标志图形、“绿色食品”中英
文、编号的“四位一体”。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在绿
色食品标志旁边，印有企业信息
码 ，由 英 文 字 母 GF（green food）

和 12 位 数 字 组 成 ，前 6 位 代表
“地区代码”，中间两位代表“获证
年份”，后 4 位代表“当年获证企
业 序 号 ”。 如 GF150821070001，

“150821”代 表 这 个 产 品 的 生 产
省、市、县代码，“07”说明这个产
品 是 2007 年 被 认 证 为 绿 色 食
品。消费者可以根据这个信息码，
登录中国绿色食品网进行查证。

随后，记者登录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的网站，打开了网站
左上角服务版的查询专栏，此时
网页显示为中国绿色食品网，点
击“绿色食品查询”，并输入某品
牌 面 粉 的 GF 后 12 位 企 业 信 息
码，马上显示出企业名称、企业信
息码、产地和产品名称等信息。

■ 释疑

食品“绿”不“绿”，怎么监管？

严格地说，无论是用农家有
机肥还是不使用化肥的植物产
品，只有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
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食品
才是绿色食品。

可持续发展是绿色食品事业
的出发点，也是绿色食品生产、加
工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要求
就是绿色食品生产产地应选择在
符合要求的洁净的环境中；生产
过程（包括农业种植、畜牧养殖、
水产养殖、食品加工等过程）不能

加入有毒有害物质，且生产时期
副产品和衍生物又要保证其副产
物（如废料、废水等）不对环境造成
污染；产品（即绿色食品）要达到绿
色食品标准；包装物也必须是无毒
无害可回收或易降解的，包装和贮
藏运输过程也要符合要求。

如果将食品安全等级比作一
个金字塔，那么普通食品就是塔
基，无公害食品在普通食品之上，
而绿色食品又在无公害食品之
上，有机食品则是塔尖。越往上，
食品安全等级越高。

3.无公害食品、绿色食
品和有机食品有何区别？

不一定。很多人认为纯天然
食品就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其
实不然。纯天然食品是指在自然
环境中生长的食品，并没有一个
严格的控制标准。有些“天然”的
产品由于在受污染的地方生长，
也不是健康的食品。

1.纯天然就是绿色食品？

2.用农家肥和不使用化
肥就是绿色食品吗？

绿色食品标志

■ 链接

生产绿色食品应遵循什么原则？

北京助力低碳出行

首条旅游公交开通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北

京公共交通集团近日在网站发布
消息称，1月 1日～4月 30日，试开
通旅游公交 1 线，采取公交方式运
营，市区游客前往八达岭景区观
光可享受到低价优质的公交旅游
服务。这是北京市不断探索公交
旅游新模式的一种尝试，为市民节
日期间低碳出游增添了一种选择。

新开通的旅游公交 1 线，由
前门、天安门往返八达岭景区，线
路配置最新型旅游车，一人一座、
一站直达，并随车配备讲解员为
乘客介绍沿途景点。天安门地区
的乘车地点为前门（箭楼西南侧）、
西行天安门公交站。站点设置实
现与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及多条常
规公交线路的便捷换乘，观看升
旗、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可就
近选择上车地点，免除多次倒乘
烦恼，下车地点为八达岭滚天沟。

据介绍，旅游公交 1 线单程
73.9 公里，票价为 20 元/人次，持
市政交通一卡通及各类免费乘车
证件无效，身高 1.3 米以下儿童不
占座位免票。旅游 1 线在票价上
接近常规公交线路的收费标准，
乘客能够以较低的票价享受旅游
车的出行服务标准。

发车时间为：前门、天安门为
升旗结束至 11：00；八达岭旺季

（4 月 1 日 至 10 月 31 日）9：00～
17：00、淡季（11月1日至3月31日）
11：00～16：30。这条线 路 采 取 客
满即发与定时发车相结合的乘车
方式，乘客可现场购票无需预约。

农残限量标准
增至4140个

本报讯《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农 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2016 版日前颁布实施。这一农
药残留的新国标规定了 433种农
药在 13大类农产品中 4140个残留
限量，较 2014 版增加 490 项，基本
涵盖了我国已批准使用的常用农
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

此次发布的新版农药残留限
量标准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制定
了苯线磷等 24 种禁用、限用农药
184 项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违
规使用禁限农药监管提供了判定
依据。二是按照国际惯例，对不
存在膳食风险的 33 种农药，豁免
制定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增
强了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标准的
科学性、实用性和系统性。三是除
对标准中涉及的限量推荐了配套的
检测方法外，还同步发布了 106项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

据悉，“十三五”农药残留标
准制定将重点解决蔬菜水果和我
国特色农产品的限量标准，完善
与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配套的检测
方法；逐步实施“进口限量标准”
和“一律限量标准”，扩大我国限
量标准的覆盖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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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无公害食品

普通食品

□知道多一点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新年的阳光温暖而美好。2017 年伊始，中

国环境报《境界》周刊正式推出。无疑，这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古之成大事业、大
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三句话道破人
生之路，首先要执着，登高望远，明确目标和方
向；其次要坚定，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第三要专
注，下足功夫反复研究。治学如此，办刊更需如
此。希望通过我们的执着、坚定和专注，《境界》
成为优秀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

弘扬生态文化，引领绿色生活风尚，培育人
文精神，是《境界》的宗旨。我们将力求文新结
合，实现雅俗共赏。在内容上，既体现生态文化
特色，又不局限于此，而把眼光投向整个人文领
域；既关注当下热点话题和时代风云变化，也重

温过去的人和事，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既有文
化的深度和品质，又有生活的感性和现实。我
们希望能用温暖的内容去感染人，用深刻的思
想去塑造人，向着格物致知、成风化人的境界而
不断努力。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给心灵一个栖
息之地。

《境界》有 4 个版面。其中“悦活”将关注环
境健康、绿色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倡导建立绿
色、低碳的生活风尚，突出体验式和调查性报
道，强调趣味性、实用性和知识性，提高绿色健
康生活素养。

“品鉴”将树立大文化概念，抒写历史人文
情怀，重温时代脉络；体味民风民俗，记录城市
文化和历史印记；欣赏大家名作，推荐图书经
典，强调文学气息，让读者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文

化的营养。
“观潮”将放眼文化领域，关注文化事件、文

化现象、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创意产业等热点话
题，以深度解读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关注音乐、
美术、设计、影视等文化艺术作品、关注传统艺
术、古村落城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保护
与传承，弘扬优秀文化，提振文化自信。

“人物”将记录和抒写重大环境事件的参与
者、环境进程的推动者、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懈
努力的环保人士，以及各行各业关注环保公益
事业的有识之士，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绘时代
风云，状人物情怀。

《境界》的成长，离不开读者的关注、鼓励、
祝福和支持，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源泉。我们
期待着，《境界》将因您的参与而变得精彩！

发 刊 词
□ 本期导读

匠人匠心 匠韵
听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角王

津、屈峰，讲述世界顶级文物复活之术。
（详见观潮版）

带你重回蓝天
28 岁漂亮的戴畅，与猛禽有着怎样

鲜为人知的故事？
（详见人物版）

我的师爷齐白石
得到齐白石大师眷顾的画家李燕，

与他的师爷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详见品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