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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力 围 剿 农 村 假 冒 伪 劣 食 品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娃哈哈”还是“娃恰恰”？“康师

傅”还是“康帅博”？“奥利奥饼干”还

是“粤利粤饼干”？……在一些乡村

小超市、小商店、小摊点的货架上，

不少与知名品牌包装标识、文字图

案等极其相似的假冒伪劣产品堂而

皇之地售卖，这些商品包括食品、日

用品、鞋帽服装等。农村消费者接

受信息渠道相对较少，掌握食品安

全知识有限，部分不良经销商受利

益驱使，这样的“山寨”“三无”假冒

伪劣产品不断流向农村。

春节前夕，来自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的消息显示，自开展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北京

共计捣毁制假售假窝点85个，查处

案件68件。2018年 12月，农业农

村部会同商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供

销总社等部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合力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整治行动，目前这一行动已

在全国全面展开。

专项整治“大扫除”农村
食品市场

“不能让农村成为假冒伪劣食

品的‘集散地’‘承接地’。”农业农村

部部长韩长赋介绍，目前，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

为个别“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违

法生产，使用不真实的厂名、“山寨”

知名品牌误导消费者，假冒食品、

“三无”食品、劣质食品、过期食品等

问题时有发生，严重侵害农民群众

合法权益。

为此，六部门决定对农村食品

市场开展一次全面“大扫除”，集中

力量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

违法违规行为，打掉一批生产经营

“黑窝点”，处理并公布一批违法违

规典型案例。要集中开展农村食品

执法检查行动，坚决收缴销毁假冒

伪劣食品；集中开展农村食品商标

保护行动，坚决查处各类食品商标

侵权假冒案件；集中开展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线索追查行动，严惩一批

违法犯罪分子；集中开展农村食品

治理工作宣传行动，让农民识假辨

假，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针对农村

食品生产经营链条和问题多发区

域，要找准薄弱环节和工作着力点，

推动打建结合，查漏补缺、建章立

制，构建起农村食品监管长效机制。

据介绍，在开展专项整治的同

时，有关部门提出还要督促落实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食品流通主体备

案、批发市场购销台账、个体摊点进

货查验和农村消费索证索票等制

度，抓紧建立农村食品监管名录和

违法违规“黑名单”。建立完善全过

程监管制度，抓紧健全生产控制、监

督抽查、追溯管理、案件查处移送等

制度，做到生产有规范、监管有标

准、惩处有依据。

记者了解到，通过集中专项整

治，在 2019 年春节前农村假冒食

品、“三无”食品等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再用两三年时间，健全完善农村

食品治理机制，建立规范的农村食

品流通供应体系，全面改善和提高

农村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加大打击与主动识别
双管齐下

1月25日下午，伴随着3辆大型

铲车发出的轰鸣声，56 类 234 种

5380件假冒、过期、“三无”保健休

闲、酒水、调味等食品，在辽宁省鞍

山市羊耳峪垃圾场被销毁。辽宁省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集中销

毁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自2018年12月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国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严厉打击生产

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

为，全面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

福建省泉州市强化农村市场、

城乡接合部等侵权假冒高发多发领

域和乡镇游商的监控巡查，严肃查

处伪造、冒用、假冒地理标志商标专

用权行为，严厉查处销售假冒产品、

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

食品商标侵权源头追溯力度，对商

标侵权食品生产、销售及商标标识

印制等环节开展全链条打击。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食品商标侵

权案件9起，罚没2.7万元。同时，有

关部门强化全程追溯，从源头把控

好产品质量，大力部署和推进食品

生产经营环节、农产品（水产品）生

产环节“一品一码”追溯体系建设，

督促指导企业提升注册数和录入

率，组织多场次的集中统一培训。

目前，全市共有8394家企业注册使

用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追溯管理系

统，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平台（食用农产品追溯系统）注册用

户2.3万，累计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

息171万条，共有1787家农产品生

产主体纳入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监管平台管理。

加大执法打击力度的同时，强化

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提升其

“慧眼”识别的技能同样重要。浙江

省金华市有关部门在东关农贸市场

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大宣传活动，累计

向市民发放专项整治通告、假冒食品

识别、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

畜禽产品安全小知识、肉品质量安全

宣传手册、无公害蔬菜生产模式图、

食品安全知识等资料2300多份。

“平时我们很难分辨假冒伪劣产

品，开展这样的活动给老百姓带来很

大的方便和帮助。”和邻居一起到东关

农贸市场买菜的高女士表示，经过假

冒伪劣食品等知识科普，她们对食品

安全有了进一步了解。

成效初现还需建立长效
机制

2月2日腊月二十八，河北省衡

水市居民收到了面向全市农村居民

（消费者）的一封公开信，强调“希望

广大农村居民（消费者）进一步增强

食品安全意识，知假、辨假、不买假，

积极举报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

为，消除假冒伪劣食品的生存空

间。”公开信中明确的重点对象、重

点品类、重点违法违规情形，也正是

农村消费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假冒伪

劣食品违法违规商品和行为。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两个多月以来，全国各地已

取得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但长效机

制的建立仍是一个艰巨任务。1月

9日~13日，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公

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等五部门组成督导组，对广东、江

苏两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

和违法屠宰行为排查整治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导组组长、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强调，要

进一步压实各级政府属地管理责任，

健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强化工作落

地和深入，做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

治和违法屠宰行为排查整治工作。

农村食品安全整治要标本兼

治，谈到如何建立健全农村食品治

理长效机制，专家表示，必须强化主

体责任，督促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食品流通主体备案、个体摊点进

货查验和农村消费索证索票等制

度，抓紧建立农村食品监管名录和

违法违规“黑名单”。要完善全过程

监管制度，健全生产控制、监督抽

查、追溯管理、案件查处移送等制

度。同时依托村“两委”实施网格化

管理，推动监管部门下沉力量，探索

“职能部门+镇村联动”多元共管，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村级食品安全

信息员。

同时，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涉

及多个部门。专家建议，各部门要形

成监管合力。农业农村部门要发挥

好统筹协调；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规

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强化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管、执法；

商务部门大力推进农村市场体系

建设；公安部门严肃查处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犯罪案件；知识产权部门

搞好农村食品商标保护；供销合作

社建立完善农村食品供销渠道。

福建专项监督为农民工
追讨薪金1421万元
本报讯 “没想到，我们被拖欠一年

多的工资，在检察环节仅7天时间就拿到

了。”日前，被福建省平和县一家企业拖欠

薪金的17名农民工，在该县检察院领到工

资款13.6万多元后，踏上了返乡的路。

这家企业因经营不善，未能按期支付

17名员工2017年9月~12月的薪酬。企

业经营者何某接到当地人社部门责令其

限期付薪通知后却逃匿在外，并断绝联

系。此后，何某被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立案侦查。2018年 9月，何某在湖

北被抓获归案。同年12月，当案件移送

审查起诉后，检察院根据农民工反映的情

况，当即与公安机关联系，从扣押款中先

行发放欠薪。

为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2018年

福建省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运用民事

行政检察等职能，支持起诉76件，发出执

行监督检察建议636件，共帮助525名农

民工追讨欠薪1421万元，有效维护了民

生民利。

在专项监督中，各地检察机关用足监

督手段，加强与法院、人社等部门沟通，对

于符合支持起诉条件的，在提交《支持起

诉意见书》时，向法院移送调查取得的证

据材料，便于法院速裁或先予执行。

在协助追讨欠薪过程中，一些检察院

督促当地人社部门加强监管，对于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的用人单位，按照管辖权限将

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南平市建阳

区检察院协助94名工人追回拖欠工资

489万余元后，建议人社部门将欠薪公司

列入“黑名单”，使失信行为在全区范围内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违

法成本。 (张仁平)

甘肃医药零售行业
启动诚信自律经营行动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医药零售行业

诚信自律倡议行动启动仪式在兰州市举

行，众友、惠仁堂、德生堂、至仁同济等15

家医药零售企业共同响应，承诺在今后的

经营活动中严守诚信自律，促进全省医药

零售行业取得健康良性发展。

“诚信经营，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

德，不做有损行业形象的行为。落实质量

责任，保障药品质量。建立透明的价格体

系，努力降低顾客用药成本。保证品种齐

全，及时满足公众用药需求。如实向顾客

介绍药品功能主治，不夸大其词……”在

启动仪式上，15家企业签署《甘肃省医药

零售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向全社会郑重，

并邀请社会各界给予监督。据悉，本次倡

议行动由甘肃省执业药师协会牵头，倡议

并呼吁省内医药零售企业加强经营自律，

打造公平竞争的行业市场环境，维护药品

零售企业合法权益，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

效，保证医保资金的安全，促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行业价值，为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

（陈 玮）

四川农村场镇赶集日
百姓购货忙

2月2日，临近农历春节，四川省

达州市达川区桥湾镇春节前最后一

个赶集日，当地百姓纷纷携老扶幼赶

集，购置年货。（资料图片）

张 浪 摄

□ 钟 超

食品、药品等领域的消费安全

问题，牵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也是

市场监管的重点。据报道，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日前在全国市

场监管工作会议上透露，将建立违

法严惩制度，对故意违法、造成严重

后果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强化刑

事责任追究。同时建立巨额赔偿制

度，在涉及群众生命健康领域，加大

对消费者的直接赔偿力度。

作为市场监管的行政主官，张茅

的讲话释放了强化市场监管的鲜明

信号，其中之一就是再提建立巨额

赔偿制度。事实上，在去年11月召

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

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

上，张茅已经表示要借鉴处理“长春

长生疫苗事件”的教训，在一些制度

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特别是建立

巨额赔偿制度。

从探索到建立，措辞的微妙变

化反映了巨额赔偿制度的建立条件

已经成熟。长期以来，我国消费者

在遇到消费安全问题时往往维权乏

力，一方面因为维权成本高，另一方

面，即便维权成功，所获得的赔偿金

额也得不偿失。因为无论是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三

倍赔偿”，还是按照《食品安全法》所

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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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所能得到的赔偿都非常

有限。在此情形下，很难激励理性

消费者奋起维权。

更糟糕的后果还在于，较低赔偿

金对不法企业起不到惩罚警示作

用。从“三倍赔偿”到“十倍赔偿”，如

果置于食品药品等单次消费金额较

低的领域，很可能也就几百元或几千

元的金额。这种“罚酒三杯”式的赔

偿，与其看作是对消费者的补偿，不

如理解为涉事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

风险成本。查不到则拍手称快，万一

被查到也可痛快认罚。有些企业交

完罚款又继续通过非法添加、制假售

假、虚假宣传等非法活动牟利。

惩罚性赔偿制度为规范企业经

营活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起到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也在不

断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最典型的莫

过于“长春长生疫苗案件”。在这起

举国震惊的案件中，国务院专门派

出事故调查组，最后对涉事公司处以

罚没款共计91亿元，对涉案的高俊芳

等18名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如此顶格的处罚，至少对疫

苗乃至医药企业起到了以儆效尤的

作用。这次处罚给所有企业都敲响

了警钟：绝不可触碰食药安全红线，

否则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巨额罚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建立巨额赔偿制度，就是要

倒逼企业在市场化大潮中坚守底

线，合法诚信经营。当前，在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转变和消费结构转型升

级的宏观形势下，老百姓对消费的

安全更加关注，这对市场监管部门

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立巨额

赔偿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我们期

待看到它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更

好地满足群众对消费安全的合理要

求与殷切期盼。

不再“罚酒三杯”无良企业当心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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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法院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为6038

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网络拍卖

累计拍卖标的物 56.6 万件；累计限制

2293万人次购买机票，动车、高铁票。

一份破解执行难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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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荣成将信用融入村庄各项建设、

农民文明水平和道德素质提升等方方面

面，以信用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初步

形成。

以农村信用管理
创新乡村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