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个核桃”、“米老农”、“加多包”傍名牌

农村大集上“山寨”零食多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侯峰

9日，记者走访泰安市北部的泰山景区大津口乡，发现超市和集市上

的零食质量令人堪忧，充斥着不少过期、“三无”和山寨食品，农村消费者

维权意识淡漠，让这些食品有了可乘之机。

“以前买过一种核桃露，
回家喝了拉了好几天肚子，
一开始寻思买的是过期的，
后来一看名字，叫‘九个核
桃’，真是气人啊。”大津口乡
的王先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山寨食
品在村镇的小商店、小卖铺
比较多。一些购买食品的村
民虽然担心食品是假冒的，
但还是图便宜买下了，“这里
不比城里，东西少，消费水平
也不高，只要东西不害人，就
没有多大问题。”一位村民
说。

在农村的小超市和小商
店，店主一般不会给顾客开
发票，农村顾客也没有索要
发票的习惯。村民与小商店
店主一般都是同一个村的，
乡里乡亲只要不吃出病来，
没有人在意这些食品是真是
假，碍于面子，也没有村民向
工商部门举报。“东西不好，
就找老板换去，因为这些事
撕破脸，没那个必要。”村民
张女士说。

农村消费者

维权意识淡

边界行动

地点：大津口乡（泰安最北端）

时间：2013年3月9日

商店里不少过期、三无食品
3月9日，在大津口乡沙岭村村头一

商店里，乳白色包装的面包摆在柜台显
眼处，比起角落位置的其它商品，要干净
许多。记者2元钱买了一个“蓝莓面包”，
包装上的生产厂商和生产许可证倒是清
楚，只是最关键的生产日期却难觅去处，
经过记者再三寻找，终于在包装底部找
到了“生产日期2013年02月04日”，字迹模
糊不清，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厂家给出
的保质期是30天，至3月9日已经过期5天。

除了面包，一些水果罐头也是过期
产品的重灾区，这些过期食品摆在超市
货架的高处，消费者如果不留心日期，很
容易误买。

上午10点，记者走进泰佛路边的一
家小卖部，发现小卖部里堆放着各种各
样的食品，有面包、饼干、糖果、果冻、奶
制品。有些面包的包装袋上落满灰尘，显
然已存放很久，但仍摆在显眼的位置待
售，墙上挂着的核桃汁和某知名品牌非
常相像，只是代言人不一样。

记者在一家大点的超市随手拿起一
包锅巴，制造商是山西运城市一家食品
厂，生产日期也未超过12个月保质期，但
是关键的生产许可证号却找不到。记者
询问店主锅巴是否合格，店主回应称是
正规厂家产的，又不过期，可以食用。

集市上“山寨”零食真雷人
见商店里销售的食品不放心，记者

决定到集市上走走，在大津口乡藕池村
的集市上，一个卖散装零食的摊位吸引
了不少村民。本该在密封、干燥、通风条
件下保存的零食，被商贩用箱子铺开，暴
露在阳光下，而一些裸卖的饼干、糕点没
有任何遮挡。

记者发现，大部分零食都是散装称
重，10元一斤。售卖的零食种类五花八
门，一种膨化食品和热门网络游戏重名
叫“愤怒的小鸟，”一个薯条包装红底黑
边，跟某知名品牌凉茶颇为相似，名曰

“加多包”，还有种麦饼卖得挺抢手，细看
一下竟是“米老农”。

名字起得挺时尚，质量状况如何呢？
记者看到一部分零食并未标明生产日
期，而且还有破碎、黏化的现象，为了验
证部分有生产许可证编号的商品信息，
记者登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网站，输入其
中一家名为“高唐县赵寨子美佳佳食品
厂”的信息，未查到这家厂商的任何相关
记录。

带着这些山寨食品，记者来到财源
大街一家大型超市，在工商部门设立的
商品信息查询机上，记者逐一扫描了商
品条形码，显示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无该
商品信息”。

“水果沙拉”里没有一点水果。

山寨零食看上去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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