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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绿色食品”标签居然自己印、

自己贴？30元/斤的草莓一贴立即

涨价变50元/斤？上海警方今天上

午宣布：全国首例假冒国家农业农

村部“绿色食品”证明商标系列案告

破，上海多家农产品种植企业经营

者涉案。

据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

透露，此前与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

队对市场上销售的“绿色食品”开展

联合检查时发现，部分农产品外包

装上贴附的“绿色食品”证明商标存

在异常，且没有企业信息码。经鉴

定，这些“绿色食品”证明商标均系

假冒。

上海警方随即立案侦查。上海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牵头浦东、

黄浦、徐汇、静安、嘉定、青浦、金山、

奉贤、崇明等9家公安分局，会同农

业农村部门，通过深度研判精准锁

定犯罪团伙。今年7月5日，专案组

成功收网，抓获邓某、徐某、刘某等

犯罪嫌疑人11名，捣毁产、储、销窝

点十余处，查获假冒“绿色食品”证

明商标30余万只，涉案销售金额

200余万元。

经查，从2021年10月起，邓某、

徐某、刘某等多名本市农产品种植

企业实际经营人为牟取非法利益，

在未经国家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指使犯

罪嫌疑人梁某、龚某等人私刻模具

非法印制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

标，并将假冒商标贴附于自行生产

或低价收购的草莓、葡萄、大米等普

通农产品外包装，由此虚增农产品

质量等级，然后抬高价格对外销售，

以此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

以草莓为例，原本每斤30元的

草莓贴上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标

后，售价被抬到每斤50元。这些农

产品虽无质量问题，但在产地环境、

生产技术、产品标准、包装及储藏运

输等方面均无法达到国家绿色食品

标准。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犯罪

嫌疑人还存在私自套用其他获证企

业的企业信息码的情况，迷惑性更

强，以此误导消费者出高价购买。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邓某、徐

某、刘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

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对梁某、龚某等2名犯罪嫌疑

人以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自印自贴标签冒充“绿色食品”
上海破获全国首例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标系列案

上海接连高温，有一种用于

车内、衣物或人体降温的降温喷

雾，被标榜为“移动空调”或“夏日

神器”。降温喷雾真的能降温

吗？近期，上海市消保委测试了

20款降温喷雾，发现确有降温效

果，但从安全角度考量，部分产品

或有冻伤风险或易燃风险。

■ 风险一：冻伤
市消保委在京东、天猫、拼多

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购买了

20件降温喷雾产品，涵盖小林制

药、润本、南极人、固特威等主流品

牌，价格从6.2元至42.3元不等。

市面上的降温喷雾分为常压

和加压（气雾罐）两种，结果发现，

常压类降温喷雾的降温效果在

4-10℃之间，加压类降温喷雾的

降温效果均在15℃以上，降温性

能更强。

在10件加压类降温喷雾样

品中，有6件的降温效果超过

30℃，测试温度均降低至0℃以

下。其中有2件宣称可对人体使

用的样品（标称分别为“里卡香

氛”和“卫斯理”），在产品说明中

未作冻伤提示，消费者在使用这

类产品时，如未注意正确的使用

距离或方法，可能存在冻伤风险。

■ 风险二：易燃
在针对10件加压类样品进

行的气溶胶点火距离试验中，点

火距离越大，代表其易燃危险性

越高。试验发现，“里卡香氛冰肌

喷雾”“威飘迅速降温剂”“全球

仓、萨夫百德、路族、贞彩迅速降

温剂”“皇卡透凉降温剂”的点火

距离大于75cm，属于极易燃气溶

胶；4件样品的点火距离在15cm

至75cm之间，另有2件样品的点

火距离小于15cm。

对剩余10件常压降温喷雾进

行闪点试验，闪点值越低，代表易

燃危险性越高。2件样品的闪点小

于23.0℃，属于高度易燃液体；7

件样品的闪点在23.0℃至60.0℃

之间，属于易燃；1件样品的闪点

在60.0℃至93.0℃之间，属于可燃。

根据规定，易燃液体和气溶

胶应在产品标签中对其易燃类别

作明确标识和提示。但仅有1件

样品有易燃标识，少数样品有针

对产品易燃性的文字提示说明。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降温喷雾
是神器吗

20款产品测试：
虽能降温但部分产品
存在风险

年少时“三粒种子”发芽结果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蔡冬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这几天，在新江湾城公园的生态河道里，几乎天天

有人擅自进行桨板运动，且未穿救生衣。

据了解，这条河明令禁止水上运动，河道水较深，

万一发生落水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希望相关管理部

门引起重视并加强管理。

肖健 摄影报道

公园河道竟成水上运动场

周末去一个网红

打卡点，每走几步就

会看到对着镜头拗造

型的俊男靓女，成了

此处流动的风景线，

还有一些人扛着“长

枪短炮”专为街拍而

来。一名女孩走过，

立即被镜头瞄准，而

她显然不愿意让陌生

人拍照，连忙用手遮

挡住面孔快速闪过，

但身后咔嚓声依然不

断，继而传来哄笑声。

或许这样的情景

多了，有人觉得见怪

不怪，不远处的保安

也是抿着嘴偷笑，一

阵骚动后，“长枪短

炮”又开始寻找下一

个目标。

曾经，街拍作为

一种街头文化，是一

个时尚符号，人们用

这种形式记录生活的美好，也由

此记录时代与社会的变迁。然

而，现在怎么逐渐变味，甚至让人

有些生厌起来？

似乎还是“金钱惹的祸”。街

拍愈加大众化、商业化，俊男靓女

与怪诞诡奇都成了视频时代的流

量密码，不仅“审美”，“审丑”也大

行其道。据新闻报道，一些电商

平台有“街拍美女视频/图集”出

售，甚至还有一些专门售卖女性

图片的街拍网站存在。

这就突破了“创作”范畴，法

律的边界逐渐被打破。首先，自

然人享有人格权，包含肖像权、隐

私权、名誉权等，所谓“公共场合

没有隐私”“你能来我就能拍”绝

对是一种谬论，未经许可就将他

人肖像甚至特定部位录入镜头，

继而发布到互联网上，吸引眼球

赚取流量，这属于实实在在的侵

权行为。因此街拍者心中要有一

根准绳，要给自己的镜头装上法

律的“取景框”。

相关平台也要履行应尽的责

任，对于涉及公民人格权的街拍内

容，应尽到审核义务，平台还应设

置便捷的投诉入口，便于被侵权人

及时方便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变味的行为玷污了街拍的名

声，但乱象还需综合治理，比如场

所管理者要及时阻止、引导，被拍

摄者也要鼓起勇气及时喊“不”。

街拍，不是你想拍就拍，只有

设立好边界，才能让它更加为人

所爱。

在东华大学，有一位老师一直

心系“三农”问题，他就是环境学院

研究员蔡冬清。蔡冬清的老家在

农村，他从小就深知农民的艰辛与

不易，想着长大以后一定要干点事

儿，让农民轻松一些、农村美丽一

些、农业高产一些。他说：“小时候

的三段生活记忆，像三粒种子埋在

我心底，如今已陆续发芽、长大、开

花、结果，并不断长成参天大树。”

第一粒种子
庄稼吃一顿“饭”管半年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清晨5时

蔡冬清就常被爸爸叫醒下地给庄

稼施肥。他问爸爸：“为什么要经

常施肥？”爸爸说：“肥料就像庄稼

的‘饭’，‘吃’一顿只管一两个月，

所以要常常给它‘吃饭’，否则庄稼

‘饿’了，收的粮食就少了，咱们就

得挨饿了。”

当时他就想，庄稼的生长期多

数是半年以内，要是能发明一种肥

料让庄稼“吃”一顿管半年，那农民

就不用这样辛苦劳作了。

这粒种子深深埋在蔡冬清的

心里，等到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终于

发芽了。有一次他吃完螃蟹，看到

垃圾桶中多了一大堆螃蟹壳，心想

如果能利用起来该多好。于是他

开始做实验，发现螃蟹壳含有大量

壳聚糖，加到化肥中可以控制化肥

流失，提高养分利用率和持效期。

蔡冬清将这个发现向导师余

增亮研究员汇报，导师非常激动，

指导他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研发

出了控失化肥，实现一次施肥不用

追肥（俗称“一炮轰”）。

经过团队三年不懈奋斗，该技

术于2007年实现转化，截至目前

已有上百家企业量产，累计推广3

亿余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00亿

元以上，占全国缓释肥市场25%左

右，降低化肥用量20%。化肥控失

剂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获中科

院科技促进发展二等奖。

第二粒种子
农民不再喷农药中毒
也是蔡冬清小时候的一件事：

在一个盛夏的傍晚，刚从地里回来

的叔叔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爸爸

看到叔叔背上的农药喷雾器，顿时

明白是农药中毒，立即将其送医抢

救，这才脱险。当时，蔡冬清问爸

爸：“既然那么多人会中毒，为什么

还要三天两头打药呢？”爸爸说：

“如果不打药，庄稼会生虫，就长不

好。如果刚打完药就下雨，药就被

冲跑了，还得再打。”

于是蔡冬清就想，如果有一种

农药不怕风吹雨淋，庄稼“一辈子”

只打一次药就好了，农民伯伯也不

会因喷洒农药而中毒了。这第二

粒种子深深埋在他的心底，等到他

在中科院工作评上副研究员的时

候终于发芽了。

蔡冬清团队利用螃蟹壳和纳

米黏土作为原料，经过大量摸索和

试验，研制出一种活性功能纳米材

料，发现可以有效提高农药附着

力，减少流失30%以上，将持效期

提升1-2倍，不仅能显著降低农药

用量和次数，而且环保。

第三粒种子
“魔法药剂”牛粪速变肥

蔡冬清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养

了一头牛，每隔一周就要帮爸爸把

牛粪铲到院子外堆起来，经过大概

半年才能把这些牛粪变成肥料还

田。他问爸爸：“为什么牛粪要这

么长时间才能变成肥料？”爸爸说：

“牛粪要靠细菌发酵才能变成肥

料，而这个过程就是漫长的。”

蔡冬清想，如果有一种“魔法

药剂”加到牛粪中一个小时就变成

肥料了，那该多好。于是这第三粒

种子也默默地种入心田，直到2020

年终于发芽了。

在东华大学，蔡冬清团队经过

数千次失败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终

于研发出“魔法药剂”——一小时

纳米快速腐熟剂。

该技术添加到畜禽粪污中，可

快速将畜禽粪污中有机大分子转

化为黄腐酸、氨基酸等小分子，1分

钟除臭，10分钟温度升至80℃-

90℃，1小时完成腐熟。重要的是，

该技术可有效消除畜禽粪污四大

害，100%降解抗生素，100%钝化重

金属。该有机肥较传统有机肥能

使作物增产10%-20%。目前，该

成果已申报2021年科技部颠覆性

新技术。

当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实现时，

蔡冬清告诉记者：“这就是我所理

解的，把论文认认真真地写在祖国

大地上，为解决国家在农业和环境

领域存在的‘卡脖子’难题贡献一

份力量。” 本报记者 张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