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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态食企为食品安全付出的代价

放放心心食食品品，，爱爱你你在在心心口口难难开开
如今的城市街头，各种绿色食品店、有机食品专卖店逐渐出现；在郊区，大大小小的放心农场、

生态种养基地也越开越多。大家都希望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也确实有企业和个人不惜投巨资去
用心经营纯生态的安全健康食品。但放心食品的经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环境、农业生产条
件、生产方式，尤其是不了解、不信任都成为放心食品走上人们餐桌的一道道难关。

连锁零食店

建基地谋“自保”

省城街头的绿色门头除了绿
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的专卖店，还有
专门卖绿色休闲零食的“光合农
场”，小店里论斤出售百余种小包
装的休闲食品。

从3年前在济南开出第一家店
到如今在山东有200多家店。“这个
速度与最初的计划有一些差距，但
是慢下来的过程是与食品安全管
控的较量。”山东光合农场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杜玉伟告诉记者，目
前店面开设采取的是直营为基础、
加盟并行的模式。为了加强管控，
公司特派监督员定期暗查、不定期
抽查，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惩罚制
度。

公司采用连锁加盟的形式，为
加盟商提供从原料、生产到店面选
址设计、员工统一培训的一站式服
务，其创新的管理模式，为企业规
范管理打造了坚实基础。记者在

“光合农场”的店里看到有的产品
包装上有“光合农场”的字样，有的
则没有。“目前销售的百余种产品
中，有40%的产品是光合农场品牌
的，有的是光合农场与别的品牌商
家合作的，今年年底前将实现80%

的产品是光合农场品牌的。”山东
光合农场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王春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食品安全最靠谱的方式是
‘自保’。”杜玉伟介绍，为保障产品
原料的优质，公司不仅在国内建立
生产基地，还在海外建立了生产基
地，“我们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建立
了生产基地，那里阳光充足，植物
生长中不使用化肥、农药，保证原
生态。我们已经种植了花生、芝麻、
绿豆等农副产品。”

种好田吃好饭

都是幸福指数

城市里的楼越来越多，家的感
觉却越来越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厨房越来越“冷清”。尤其是在年轻
一族的生活里，厨房是使用率下降
最多的地方。

与汲德存见面是上周的一个
中午，地点就在回归自然专卖店
里。因为见面时已是中午，汲德存
表示要请记者到店里吃一顿简单
的午饭。于是，他花了十几元在店
里买了一盒四川的大麦苗面，花了
很短的时间用鸡蛋和丝瓜炝锅，用
电锅煮了两大碗面。

在采访中，无论是郊区的有机
农场还是城里的放心食品店，总是
能发现衣着素朴简单的外国朋友
以家为单位前往采摘、购买蔬菜瓜
果，而且还和农场主或者店家探讨
饭菜的做法。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
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几乎都是收
入很高的高薪一族，但是，谈起吃
来都头头是道，让人感觉他们的生
活十分随意，也十分温馨。

李芳莲就很认“吃”，“人生无
论怎么拼搏，健康生活是第一要
素。所以，衣服可以买打折的便宜
的，吃却不能凑合。踏踏实实地种
地、安安心心地吃饭，也是一个很
重要的幸福指数。”

记者手记

为求食品安全，企业家改行去种田

“十年前，当我们总经理了
解到食品安全存在不少问题时，
就很痛心，还为此专门调研思考
了好一段时间。后来遇到了几个
有共同志向的朋友，大家便决定
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说这话的人是绿色食品专卖品
牌“泉一流”创始人刘兆华，他说
的有意义的事是指一年多前参
与创办“回归自然”品牌。

刘兆华是济南绿色食品最
早的倡导者，他曾于1998年创办
了济南市第一家放心肉专卖店，
当时，社会上注水肉横行，他的
身份是山东省食品公司销售
部经理，后来自己下海创办了

“泉一流”，至今已将近20年。
他所说的“总经理”是指山东
回归自然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汲德存。

汲德存原本是食品行业之
外的商人，钱挣得也不少。“进入
食品行业做‘回归自然’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身边的人生活得更
健康，这也是企业的宗旨。”汲德
存说，“实在没想到，想做件好事
卖食品也会这样艰难！”

从事食品行业30多年的刘
兆华坦陈了这行之“累”，“其实，
当你立足做健康食品时，就意味
着要走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首
先，消费者的信任危机是一个大
障碍。其次，农产品生产受自然

因素影响大，生产周期长，加工、
储存、流通难度大，整个链条上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能称之
为高品质的放心食品，必须在每
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再就是，
企业不可能自己去种粮种菜，实
际种植养殖得靠农民，而农民的
素质水平有限，生产习惯也没那
么好改变。”

“基金可以赚到就抽身，干
农业不能‘一夜情’。说是上班
不如种田，可是种地得看天吃
饭，今年四月底的时候雪都没
化完，育苗的时间一再拖后，那
时真是着急上火。”山东康之源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黎明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相对于汲德存，同为改行务农
的董黎明曾是华夏基金上海分
公司总经理，两年多前他辞职
回到山东农村种菜种稻时，还
一度受到媒体热炒。

“当时不少媒体解读我辞职
的原因是看好农业的投资机会，
其实更直接的原因是，这几年我
每年回老家，常能看到有农田因
施化肥过多种不出菜的悲剧。”
董黎明说，这些场景日积月累在
他心中成了一个结，大家现在对
食品安全很关注，但是食品的原
材料就是蔬菜、粮食，单纯依靠
农民道德的规范来实现食品的
安全是不现实的。

种粮也要正能量，下地先念圣贤经

放心食品源自“粮”心，董
黎明提到的农民道德规范，汲
德存也深有同感。他告诉记
者，有次在地头与农民交流
时，他提及用药的问题，“我问
他‘你用这药这菜还能吃吗’，
他说‘反正我们家也不吃自己
种的，都是买别家的’，我说

‘别的种菜的是不是和你一个
心理’，他不吱声了，后来告诉
我，种菜得自己讲良心。”

“善念利他，相融共生”这
八个字刻在“回归自然”店内的
木牌上，汲德存说这是企业发

展的哲学，店里的书架上摆着
《道德经》，“食品产业发展到今
天，危机四伏，可以说是在市场
经济推动下，人们盲目追求利
益最大化、失守了道德底限的
结果。我们几个合伙人也会带
着志同道合的朋友定期去给农
民讲课，分享《道德经》。”

汲德存介绍，他们在采购考
察中也发现不少让人感动的农
民，“长清农民高存岭，他一直坚
持用原始的办法种小米，不用化
肥、农药、除草剂，不用水浇地，
完全靠天吃饭，最后都快把身体

累坏了。他说为什么要加那么多
东西来糟蹋土地，不信没有人识
货。为了给我们送货，他从长清
一个人扛着上百斤的小米，坐公
交车来济南，这个小米已经有了
自己的品牌‘鑫久嘉’。”

8月2日，当记者来到齐河
的山东昌润致中和有机农场
采访时，听到了轻轻的诵经音
乐声。农场总经理赵德龙说，

“我们在跟农民合作的时候，
先跟农民讲诚信做人的道理
和积德行善的道理。然后再跟
农民讲好，公司保证把好产品

卖出好价钱，让他们放心种
地。当人心存感恩和良知的时
候，心里活得透亮，干活都有
劲儿。农民们在这种心情下种
菜养猪，自然不会出现那种不
计后果用药用肥的事。”

董黎明吸收了在农业院
校的大学生去康之源水稻基
地实践。他表示，“食品安全在
于控制源头，也应让大学生有
深刻的认识并认真践行。大学
生们代表着一代人，等这一代
人发展起来了，会带动更多的
人改变现状。”

放心食品到底贵不贵，高标准背后是高成本

“每袋两斤重量的玉米粉、
全麦粉价格大都在15-20元之
间。这都是我们经过十几道采购
标准考察通过的产品。其实，这
个价格和超市的价格差不多。但
是，媒体老是宣传那些天价的有
机食品，似乎好产品的价格都贵
得没谱。还有人是被食品安全的
事吓着了，根本不相信还会有人
在用心抓食品安全。”汲德存说，
经营放心食品所遇到的最大问
题是相互不了解造成的信任危
机。

他告诉记者，公司的考察程
序和采购标准十分严格。比如去
选择一种大米，要花很长时间去
检测种植的土地以及周围的土
地，还有水源、空气等许多条件。
由于对种植的要求高，每种产品
的成本自然要比普通食品高出
一截。

据了解，该公司现在已经拥
有了包括米面粮油、肉禽蛋奶、
水果蔬菜等各个方面近百个经

营品牌，其中国外品牌占30%左
右。“目前许多种产品一袋我们
只挣几毛钱，低利润的背后是高
昂种植成本和房租。经营两年了
一直往里投钱，只所以坚持着这
么做，就是想让大家相信市场上
存在高品质的放心食品。”

说起高成本，记者在致中和
农场一侧的信息中心里看到，农
场图像、湿度温度等数据正在上
传到网络。总经理赵德龙说城里
人打开农场网站可以利用“云监
控”指挥农场的农民进行耕作管
理，“农场沿路沿河随处可见薰
衣草，有驱虫效果，是纯天然的

‘农药’，此外农场还选择人工锄
草、施用农家肥，大棚内使用粘
虫板灭虫等有机化的种养方式，
使农场朝着有机标准发展。”

“今年3月我的头茬韭菜，15
元一斤，是市场价的15倍，你相
信么？我开始的第一天就卖了50
斤。”济南黄河边归真农场的主
人李芳莲介绍，农场所种蔬菜全

部采用农家肥(必要时采用的农
药均为符合有机标准的进口农
药)，全部为人工锄草，绝对不用
生长激素、除草剂，“胡萝卜什么

药都没用，味道十足，模样却让
大家看不起，只能拿来做饲料
了。可以说，有机菜，现在仍然很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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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过程控制，引来不少城里人到致中和农场采摘。

37摄氏度高温下致中和农场的农民在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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