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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流 行“ 玩 ”大 棚
本报记者 暴媛媛

进口红酒乱象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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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产 20 万 瓶 的 拉 菲 ， 能 在 中 国 市 场 销 售 的 也

就 2 万 瓶 左 右 。 但 每 年 国 内 拉 菲 却 有 近 60 万 瓶 的

销量。多出那部分从哪里来？

“拉菲乱象”，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是近几

年我国红酒市场尤其是进口红酒高速发展中出现众

多乱象的一个缩影。

据近日召开的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发布

的数据显示，我国葡萄酒产业 2012 年产量 138.16 万

千升，同比增长 16.9%，进口葡萄酒 38.8 万千升，增

长 7.31%。尽管比之前的增速有所放缓，但红酒产业

及产品显然仍是市场的热点。高速增长的背后，各

种问题层出不穷。

刚 起 步 的 进 口 红 酒 行 业 没 有 完 善 的 行 业 规 范 ，

标识打擦边球是酒商常用的伎俩。著名产区、钻石

级、大师级、特优级等五花八门的概念，让消费者

眼花缭乱。一些不法进口商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对消

费者进行误导，通过混淆原产地或者等级将劣质的

低价酒包装成高品质酒。

山寨泛滥、副牌众多等问题也是进口红酒的痼

疾。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很多山寨名酒都是经销商在

制 售 ， 形 成 稳 定 的 销 售 链 条 和 顾 客 群 ， 走 进 市 场 。

而由于拉菲自身出品了一系列的子品牌酒，给不法

分 子 创 造 了 仿 造 的 机 会 ， 面 对 供 不 应 求 的 大 好 市

场，各种拉菲风起云涌，卖得不亦乐乎。

红酒乱象不仅有害于消费者，对品牌形象也会

产生负面影响，更进一步地说，甚至可能会动摇消

费者对整个红酒市场的信心。要让行业健康、持续

地发展，乱象必须得到破解。

按照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红酒的质量，从低到

高分为劣质品、不合格品、合格品、优良品和优质品

5 个级别。这与国外红酒生产与销售的产区标准制度

完全不同。在一些传统饮用红酒的国家，好的葡萄酒

酿造者特别关注本国特色品种、小产区的地域性或风

土条件，而且关注在这种条件下最适宜的品种和酿造

方法。越好的葡萄酒，它的“身份证”越清楚。

在完善标识的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加强对

进口红酒市场的监管。日前，国家商务部已经出台

了 《酒 类 流 通 管 理 办 法》， 规 定 酒 类 经 营 者 必 须 填

写完整的随附单，否则不能证明来源正规合法。

消费者作为最后的把关人，也要发挥自身的作

用。在选酒时，首先要学会看酒的条形码，通过条

码辨别葡萄酒的原产国。其次是要看标签，正标必

须 有 酒 庄 名 、 产 区 、 级 别 、 酒 精 度 、 容 积 、 年 份

等。第三，要懂得看酒瓶，正规的

酒瓶底部一般有印花纹和压花纹，

原装的封口标一般是可以转动的，

软木瓶塞上的文字应与酒瓶标签上

的文字一致。此外，消费者购买时

应要求供酒者提供完整的随附单、

发票，以便留下维权的依据。

只有花生米大小的拇指西瓜、重达 200
多公斤的巨大南瓜、趴在藤蔓上的番茄、品
种多样的新鲜草莓⋯⋯打开最近微博上的新
鲜事推荐，来自北京农业嘉年华的各种体验
秀让人眼花缭乱。媒体报道称，开幕一个月
的时间内，首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已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和草莓采摘收
入 1600多万元。

有人把集观光、采摘、品尝和购物融为
一体的休闲方式称为“嘉年华”农业旅游。
不论冠以什么样的名字，这种休闲方式在都
市日趋火爆。清明小长假期间，记者曾致电
位于北京昌平一家口碑不错的采摘园，早上
7 点半打电话便被告知采摘园以及饭店已客
满，即使是团体游客也需要提前预约才能保
证有位子。

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的南
亚观光园一探究竟。在工作人员小许的带领
下，进入园区最有特色的高标准温室大棚。
深红色的澳大利亚红千层正绽放出毛茸茸的
花瓣，直接长在树干上的树葡萄和青色的香
蕉硕果累累；吃上去酸酸甜甜的西柚，花朵
却有着浓郁的茉莉花香⋯⋯

除了平时只能在亚热带、热带地区才能
见到的棕榈、芭蕉、莲雾等植物遍布大棚，
园内还引进了包括桫椤、小叶紫檀、金不换
等在内的多种名贵植物。小许告诉记者，棚
里品种还会不断更新。这时，我们正碰上一
拨客人围着一片植物频频拍照，凑过去一问
才知，让他们大呼惊奇的正是园里引进的稀
罕品种树葡萄、神秘果和面包树。“树葡萄
最近正在进入成熟期，它的学名叫做嘉宝
果，采摘一颗 20 元的价钱虽然有点贵，但
很多客人还是愿意尝试。”

记者从园区负责栽培的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从年初到年末，即便是在寒气袭人的冬
天，观光园里都能见到大片的绿色，甚至能
采摘和品尝到新鲜的蔬果。

接近午饭时间，观光园里的餐厅热闹起
来。记者看到，三个菜加上餐厅自制的特色

花卷和鸡蛋汤，一共花费七十元左右，一家
三口吃得放心又舒服。

为啥采摘体验游这么受欢迎？置身观光
园三个多小时，记者对采摘游的最初印象发
生了变化：原来这种旅游观光的方式让人流
连的不只是“尝鲜”和“体验”，采摘过程
中的精神享受更让人回味。比如，“亲近自
然”、“有效解压”便是网友在微博上提及率
最高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不少城里人开始
羡慕田园生活方式，能够看到蔬果的生长过
程，并且吃到无污染、无农药化肥的有机蔬
果，正成为当下城市新时尚。

长年在大兴礼贤镇种植草莓的果农郝贵
龙告诉记者，过去他种植草莓、桃子等水
果，等水果成熟直接卖掉就算完成了一年的
活儿。如今，他忙了很多，一到果子成熟
季，他不光要操心果实收购，还要赶到大兴
的几个主要路口招揽采摘生意，采摘已成为
他种植瓜果之外一笔不小的收入来源。在自
家院子里，郝贵龙还挂牌经营起了饭店。郝
贵龙说，村里有做得更好的人家还包括住
宿，有的人家还开设了钓鱼和蔬菜瓜果认养
的项目，农家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记者了解到，仅在北京大兴区，庞各
庄的瓜农包括礼贤镇在内的草莓种植户,
以及尝试种植番石榴、番荔枝等热带水果
的果农都有开展采摘游览的例子。与此同
时，相邻地区间的竞争也日趋明显。

有人关心大棚采摘的食品安全吗？南
亚观光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南果
北种已经没有问题，不仅如此，由于采用
室内种植，可减少自然气候的束缚，种植
者可以自行选择水果的成熟和上市时间。

“比如番荔枝，由于南方是室外种植，所以
基本上 10 月份以后就没有果卖了。但是我
们可以控制种植时间，让番荔枝在 10 月到
第二年的 2 月这段时间上市。”对此，不少
游客认为大棚技术相对成熟，平时吃的很
多菜就是大棚菜，吃大棚采摘的食品应该
没有问题。

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与消费者权益
密切相关。新消法草案从明确召回缺陷
商品的义务、明确经营者的举证责任、
强化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责任等方面作
了规定，特别强化了经营者举证责任。

针对现实中消费者维权“举证难”
问题，草案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
车、微型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等耐
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自消费者
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6 个月内出现
瑕疵，发生纠纷的，由经营者承担相关
举证责任。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适时介绍，按照草案，经营者发
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可
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
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

者，并及时采取停止生产、停止销售、
警示、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措施。采取召
回措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因商
品被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

对 于 广 告 经 营 者 、 发 布 者 设 计 、
制作、发布食品药品的虚假广告，对
消费者造成了严重损害等问题，草案
增 加 规 定 ：“ 广 告 经 营 者 、 发 布 者 设
计、制作、发布食品药品等关系消费
者 生 命 健 康 商 品 或 者 服 务 的 虚 假 广
告 ， 造 成 消 费 者 损 害 的 ， 广 告 经 营
者、发布者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草案同时明确了行政部门的监管职
责，其中包括：在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
门申诉时，该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
起 7日内，作出处理。

出现纠纷 谁卖货谁举证

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当前消费
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经营者非法收集、
使用甚至转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现象十
分普遍，严重影响消费者正常生活，侵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消法将加强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适时告诉记者，消法草案从 4 个方
面明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姓名
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个人信息得到保
护的权利；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经营者
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必须严格保密，并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
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经营者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
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
电子信息。

李适时表示，上述规定与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的有关规定
是一致的。

个人信息 四项条款保安全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网络、
电视、电话等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
逐渐兴起。“这些新的消费方式与传统消费
方式不同，消费者主要通过经营者提供的图
片、画面或者文字等选择商品，难以辨别商
品的真实性，容易受到不当宣传的影响。”
李适时说，对此，草案从知情权、选择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方面对消费者的权益加以
保护。

针对网络购物中经营者提供的信息不真
实、不完整问题，草案规定：“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经营者，以及从事证券、保险、银行业务
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
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

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警示、售
后服务、民事责任等真实、必要的信息。”

同时，草案还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
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规定：“经营者采用
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
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经营者应
当自收到退回货物之日起 7 日内返还消费者
支付的价款。”草案还规定当网络交易平台
上的销售者、服务者不再利用该平台时，消
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显然，新消法草案为消费者撑起了更强
大的保护伞，消费者更期待加强法律的约束
力和提高社会诚信水平，让消费者的权益得
到真正的保护。

网上购物 七日内可以退货

消 法 20 年 首 度 刷 新

消费者维权举证不再难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李万祥

消 法 20 年 首 度 刷 新

消费者维权举证不再难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李万祥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实习生何旭报道：为提高广大
消费者对肉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营造肉品生产消费良
好环境，打造行业升级、产业优化、技术进步平台，由商务
部支持、商务部市场秩序司指导、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
心主办、北京商务委员会协办，主题为“保障肉品质量安
全，促进肉品安全消费”的第九届中国肉业博览会将于
2013年6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共设五大展区，分别为：商务部促进肉品
安全成效展区（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成效展、“放心
肉”服务体系建设成效展）、肉类产业链品牌企业展区、屠
宰行业科技展区、国际及台港澳展区、肉品安全消费科普
展区。参展内容涉及养殖、屠宰加工、速冻肉食品、肠衣加
工、屠宰设备、检测设备及质量认证、科研、金融、媒体等。
博览会期间还设有肉品安全消费科普展区，针对消费者以
图片、视频、专家讲解的方式宣传介绍屠宰企业食品安全
责任、猪肉加工规范流程、追溯体系流程演示等内容。

第九届中国肉业博览会将举办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福州罗源湾可门港区风平
浪静，一艘 32 万吨的“中海荣华”号超大型干散货轮正驻
泊在码头上卸货。武钢集团自去年以来累计有 350 万吨
铁矿石从罗源湾港区卸载，再经由“水水转运”到达武汉。

福州罗源湾可门港岸线总长约 30 公里，可建超过
50 个万吨级以上码头，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有 20 个泊位，
年设计吞吐总量亿吨以上。除罗源湾外，从北往南，福建
还有三都澳、闽江口、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东山湾等
众多港口泊位适合内陆省份货物的集散进出。

快速便利的通关软环境，也是吸引内陆一些省份聚
焦福建沿海港口作为物流通道的重要原因。例如福建检
验检疫部门在系统内率先试点运行的进口散装矿产品风
险管理模式，就是吸引内陆地区进出口商的重要条件。
为进一步缩短查验时间，福州检验检疫部门还采取了人
员提前到场、工作人员 7×24小时待命取样的办法。

据统计，2012 年，全省共吸引省外货物 1681.68 万
吨，同比增长 58.1%。去年，仅从福州口岸入境后转运至
内地省份的铁矿石就达 414.24 万吨、5.35 亿美元，分别
比 2011年增长 3.3倍、3.0倍。

福建港口渐成内陆物流“快速通道”

右图：在北京昌平区

举 办 的“ 农 业 嘉 年 华 ”

上，有 300 家国内外企业

参展，700 多种优质农产

品展销。人们可以在现

场 进 行 400 多 种 农 业 种

植 体 验 、30 项 农 业 创 意

体 验 ，还 可 以 品 尝 到 60

多家企业带来的中华传

统特色美食。此次活动

将持续到 5 月 12 日。

赵 冰摄 （新华社发）

网购商品7日内可自由退货；耐用消费品出现问题造成买

卖纠纷应由经营者举证；经营者不得随意向消费者发送经营信

息⋯⋯这些或将成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款，新消法将

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现代消费行为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

保障，也为扩大内需撑起一张更大的保护伞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始于 20 年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
简称消法）诞生。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生活越来越丰富，商品和服
务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消费方式、消费内容、消费过程、消费关系甚至消费概念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部法律也亟待调整和完善。4月 23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
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消法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上图：今年 36 岁的陈新利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人，2009

年，他回到老家承包了 300 亩地，开始种植大棚蔬菜，主要有西瓜、小番茄和苦瓜等

作物。陈新利说现在的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他一直在自己的农场推行无公害种

植，让顾客吃到放心菜。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