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之难
政府四处打假陷窘境

自
２０１０

年被媒体曝光“掺假”问题后，五常市
组织质监、工商、税务、公安、农委等多个部门，对全
市稻米市场进行专项整治，杜绝掺香精、给大米上
蜡现象。 但随着市场环境以及消费需求的多元化，

一些企业为了逐利又开始打“擦边球”，一些新的市
场经济现象也需要界定。

以饱受争议的“调和米”为例，无论是外地水稻
掺五常水稻，执行国家标准生产，不标注“五常大
米”，还是五常本地水稻掺“稻花香”，执行国家标准
生产，标注“五常大米”，都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
定，政府部门便无权阻止其加工和销售。 同样，原
来各种阻止外地水稻运进五常的办法，自然也不能
再用了。

异地被假冒是五常大米面临的又一困局。 有
业内人士介绍，相当一部分“五常大米”是在销售地
“调和”或“包装”而成的，江西和福建等一些地方，

甚至成了这些米的“产地”。

２０１４

年末，五常市由一位副市长带队，组织了
１０

多人的打假队伍，专程去北京、上海、天津、沈阳
等地维权打假。 发现各地都在打擦边球，完全使用
“五常大米”商标的并不是很多，一些标有“五常御
贡”“五常稻花香”“五常稻米优质生产基地”的产品
包装若较起真来，还不构成明显侵权。

政府打假队通过法律维权也在进行。 在北京，

已经对一家企业和两家个体工商户提起了诉讼，也
得到了朝阳区法院的受理。 但感觉胜诉把握不大，

“因为对方在商标上，体现得不典型”“如果认定涉
罪，也必须完全是假冒，比如主体无差别”，秦利明
说。 五常市副市长杜泽春直言，异地打假一是成本
高打不起，二是管辖权受限制。

赵春雷介绍，目前深圳有关科技公司已针对五
常大米的鉴别做了几年的研究，新的可靠鉴别方法
有望在近期出台。 但有人质疑，靠科技鉴假实用性
不强，因为一般都是出现纠纷才用科技鉴假，而且
需要支付费用。

赵春雷说，如果想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就
必须创新监管体系，包括修改相关质量标准，具体
标明水稻品种和产地以及相关比例。

杜泽春认为，政府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监
管力度，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同时，企业应
加强“诚信”理念，树立并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同
时，如何放大品牌效应、拉长做强整个产业链，是
政府部门在进行农业产业化方面需要重点研究
的问题。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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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05 万吨，在售 1000万吨？！

———关注“五常大米”之乱

哈尔滨的家庭主妇林女士最近很烦恼： 她习
惯在街上随处可见的“专卖店”或者超市买名牌大
米———五常大米，但是被懂行的人告知，其买的五
常大米相当一部分都是假冒的。

以“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中国名牌产
品”著称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凭借独特品质赢得了
全国消费者的青睐。 然而，近几年，五常大米“天
价”“掺假”等市场乱象频遭曝光。

记者调查发现， 五常市五常大米年产量至多
为

１０５

万吨，但业内人士估算，全国市场上标售的
“五常大米”至少有

１０００

万吨。 这意味着，市场上
大量的五常大米都是假冒的。 此外，所谓五常“调
和米”催生了“拼缝”行业。不少五常市的“能人”从
外地收稻，转手卖给加工企业，利润十分可观。

产量之谜
哪来那么多五常大米？

记者在日前哈尔滨市香坊区
某超市看到， 数十袋“五常香大
米”摆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虽然
这种大米外包装标着“五常”以及
“黑龙江五常优质水稻生产基地”

的字样，但其产地竟然是“哈尔滨
市香坊区”。除了产地不符合，这种
大米的销售价格也超低。 一般来
说，纯正的五常大米售价至少为一
斤

５

元至
６

元，但超市的售价是一
斤

３．５

元。 记者问“能不能保证是
五常大米”？ 超市人员默不作声。

据了解， 五常大米中最优的
品种是五优稻

４

号， 五常大米的
品牌就是靠它在全国打响的。 五
优稻

４

号稻种的发明人、

７７

岁的
田永泰说，

２０００

年秋他从五优稻
１

号的自然变异株里， 选出一个
特殊稻种———命名为稻花香

２

号， 当年冬季拿到海南加代试种
喜获成功。 稻花香

２

号不仅脱粒
后香气袭人， 就连稻子在田间生
长时，都能闻到叶片香和稻谷香。

稻花香
２

号经国家种子部门
审定后， 确定种子名称为五优稻
４

号。 田永泰认为，五常大米享誉
全国的口碑， 主要归功于五优稻
４

号， 所以只有它才能称为正宗
的五常大米。

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赵春雷认为， 从原产地保护产
品的定义和范围看， 所有在五常
市区域内种植的大米， 理论上都
可以叫五常大米。

２００３

年，五常
大米被国家质检总局确定为原产
地保护产品，明确五常市全部

２４

个乡镇所生产的
４０

多个品种大
米都叫五常大米， 执行国家强制

性标准
ＧＢ１９２６６

。

五常市农业局副局长秦利明
算了笔账：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约
２２０

万亩，按亩产
１５００

斤水稻计
算， 年产水稻

１５０

万吨。 即使按
７０％

的最高出米率计算， 全年大
米产量也不会超过

１０５

万吨。

不过，对于五常市加工、外销
多少大米，市政府和农业、质监部
门均未能提供权威统计数字。秦利
明说，五常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大
米企业为

２９２

家，产能达到
４００

万
吨。 也就是说，即便理论上五常大
米的总产量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但业内人士估算， 全国市场
上销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

１０００

万吨。难怪连当地稻农都在质疑：

“五常水稻产量就这么多，全国各
地咋都在吃五常大米？ ”

质量之虞
“调和米”到底算不算“掺假”？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媒体曝光有外
地企业往大米中掺入香精冒充稻
花香事件， 五常大米首度遭遇品
牌危机。 “掺假”成为五常大米的
污点话题。

记者调查发现， 五常“调和
米”催生了所谓“拼缝”行业。不少
五常市的“能人”从外地收稻，再
卖给五常市的加工企业， 一转手
一斤稻就可挣

３

至
５

角钱。 每天
都有装载数十吨外地稻的大车不
停运进五常市。

记者在五常市采访了多家米
业企业，对往大米里加香精、加蜡
等添加剂的假冒行径， 受访者一
致表示深恶痛绝， 而对于将不同
品种水稻掺在一起加工成米的
“掺米”现象，态度明显暧昧很多。

在去年五常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的一份报告中，对“调和米”有
比较详尽的阐述， 一是由外地稻
和稻花香调和而成，不标注“五常
大米”；二是由五常地产水稻和稻
花香调和而成，标注“五常大米”；

三是外地水稻和五常其他品种水
稻调和而成，标注“五常大米”。

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由于“调和米” 需要大量外地水
稻， 五常市周边市县甚至一河相
隔的吉林省个别乡镇， 专门种植
一些水稻给五常水稻做“配套”。

由于五常大米名气最大， 一些质
量非常优良的牡丹江水稻以及庆
安水稻，也甘愿给五常大米做“配
角”。

部分消费者希望购买纯正五
常大米，称“调和米”本身是“掺
假” 行为。 也有市场监管部门指

出：部分企业生产“调和米”，一方
面是为追求高额利润，打擦边球，

一方面是经销商压低价格， 米业
不得已而为之。

五常市部分企业则反驳道，

“调和米”是五常大米市场定位变
化的产物， 旨在满足不同消费层
次需求。 由于纯正有机稻花香的
种植、收购和加工成本高，市场价
格自然就高， 普通百姓根本消费
不起。 于是，“调和米”应运而生。

然而， 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
份走访一些米企时， 得到的回答
则是：你出什么价，我就给你调什
么价格的米。同时，也有部分企业
和农民合作社不为所动， 坚持做
单一品种的五常大米。他们认为，

“调和米”迟早会砸了五常大米的
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