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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莓茶采摘
季，张家界永定区却
不准农户、小作坊自
己炒茶了。

近日，有网民发
布视频称，张家界不
允许农民自己炒茶，
后期茶叶价格可能
要涨，视频中有炒茶
机被贴上封条的镜

头。3月28日，张家界永定区农业局工作
人员证实了这一消息，称当地正在开展
小作坊整治行动，莓茶是当地重点发展
项目，关停小作坊是为实现莓茶的标准
化生产。

张家界是莓茶的重要产区，永定区
则是莓茶生产的重镇。数据显示，2023
年，永定区莓茶面积达15万多亩，年综合
产值25亿元以上，带动就业人数达9 . 05
万人，这其中既有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
等生产经营主体，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个
体农户和小作坊。

农户和小作坊在设备、工艺和产品
质量上良莠不齐是个不争的事实。永定
区为了提升莓茶区域品牌美誉度和含
金量，推动当地莓茶生产的标准化，这
是好事。可是，标准化生产不等同于“独
家生产”，推广标准化生产也不是禁止
农户、小作坊自己炒茶的理由。

在很多茶叶产区，茶农都有手工炒

茶的传统，一些茶农的炒茶技艺甚至已
经传承了多代，手工炒茶也是他们推广
自己产品的一大卖点。壮大莓茶产业，最
终目的是为服务茶农，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在采茶季“一刀切”地叫停所有农户
和小作坊生产，既侵犯了茶农的合法权
益，也背离了推广标准化生产的根本目
的。

实现生产的标准化，更科学、稳妥
的做法是组织合作社等生产联合体，
注册公共品牌，帮助茶农和小作坊改
进工艺，打开销路。让茶农有奔头有钱
赚，自然会自动向合作社、龙头企业靠
拢。

对于这些，永定区不会不懂，可是

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将小作
坊一封了之。如此作为，背后的原因可
能有两点。要么是治理能力欠缺，没有
科学手段，只好简单粗暴地将小作坊关
停。要么是背后存在某种利益纠葛，政
府部门与生产企业达到了某种利益交
换，说是为了推广“标准化”，实际上却
很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形式的垄断经
营。

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茶农炒制、经
销自家茶叶的权利都不容侵犯。为了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刀切”关停小作
坊的行动应该被叫停。同时，也有必要追
问小作坊整治行动的发起原因，查一查
背后的“猫腻”。

不准茶农炒茶，张家界莓茶“标准化”变了味

葛评论员观察 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茶农炒制、经销自家茶叶的权利都不容侵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刀切”关停小作坊坊的行
动应该被叫停。同时，也有必要追问小作坊整治行动的发起原因，查一查背后的“猫腻”。

近日，有网友在某平台发布“房东
拿探照灯逐寸检查退租的房子，租户称
房东就是想讹钱”，引发网民关注。当地
街道办发布通报称，经多次协商，达成
协议，由租户陈某、吴某某各支付房东
郭某某2000元赔偿款，并当场签订协议
书。

去年9月5日，租户陈某与房东签订租
房合同，到当月27日提出退租，前后不过20
余天，一个月房租为1200元，而房东却索赔
逾万元，这些数据综合一起产生了“戏剧
性”冲突，令人错愕。为了挑出毛病，房东拿
着探照灯一点一点检查，这种行为也让人

瞠目结舌。
退租难，难退租，有此经历的租户的

真切遭遇是，即便如期退租也有拿不回
押金的，房东或中介总能找到借口克扣
押金。但也有对房屋内物品造成损坏、甚
至拖欠水电气费，租赁到期后扬长而去
的租户。这些行为显然都有悖法治精神。
探照灯事件又一次照出了住房租赁市场
的乱象，抑或不够规范之处。正视问题，
积极解决，给双方应有的法治保障，才能
推动租赁市场健康发展，也才能给租户
更多归属感。

据红星新闻

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不好找、标注
不清晰……这些问题，消费者在日常
生活中都遇到过。作为判断相关产品
质量的重要信息，生产日期标注却玩
起了“捉迷藏”，给消费者带来诸多不
便。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
定，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
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
效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也规定，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
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根据不
同产品分别按照规定标出生产日期、保

质期限，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清楚，容易辨
识。

生产日期难寻，也容易给不法分子
可乘之机。例如对过期食品翻新销售，或
是将假冒伪劣产品混入市场，从而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损害消费者利益。对此，
相关企业要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履行相
关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清晰标注生
产日期。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食品药品
包装生产日期的监管力度，制定更为严
格的规范细则，形成严格约束力，确保生
产日期清晰可见。

据经济日报

生产日期标注须确保清晰可见退租遇房东“探照灯检查”，照出了什么？

葛观点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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