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云阳恒雪实业有限公司
始创于 1986 年，位于南阳市南召县
云阳镇河东， 总资产 8000 多万元，
从业人员 200 余人。 目前该公司拥
有小麦面粉、挂面、速冻面点、馒头
制品的生产及销售四大业务板块。

该公司面粉类产品主要有原味
粉、麦芯粉、特精粉、特一粉等；挂面
类产品主要有普通挂面、 刀削挂面、
花色挂面等；速冻面点类产品主要有
淘气包、金丝卷、荷叶饼、卡通包等。
该公司是河南省放心好粮油企业、中
国好粮油企业、南阳市首批主食产业
化示范企业、 南阳市一星级工业企
业、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该
公司有进口配额指标，是中国海关报
关单位，每年进口小麦数千吨。

该公司拥有先进的面粉、挂面、

速冻面点制品生产线， 技术力量雄
厚，质量检测设备齐全，产品质量稳
定。 该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2018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 AAA 级信
用企业。该公司拥有“恒雪”和“艺面
缘”两个注册商标，“恒雪”商标主要
应用于面粉和挂面产品，“艺面缘”
商标主要应用于速冻面点、 糕点等
产品。

目前，该公司拥有面粉、挂面、
速冻面点、 馒头四大类产品的自主
生产能力和销售团队， 生产和销售
各类单品 200 余种。2010 年，该公司
总经理赵鑫从河南科技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毕业，返乡就业创业，入职
该公司，投身粮食产业发展，历任销
售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 自 2011

年起，在赵鑫的主导下，该公司在小
麦面粉、挂面加工基础上，新增主食
馒头以及鲜湿面生产， 经过几年发
展，达到日产 30 万个馒头、10 万斤
鲜湿面的生产能力， 产品辐射云阳
镇周边三县一区近 20 个乡镇、近百
万人口，产品进入学校、超市、食堂
等销售区域。

2013 年， 该公司被南阳市粮食
局评定为南阳市首批主食产业化示
范企业。 2014 年， 该公司利用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资金及企业自筹资金
1100 余万元， 对小麦面粉和挂面生
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改造
后年处理小麦 14 万吨，年
加工挂面 1.5 万吨，被河南
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河南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近年来， 该公司通过订单农业
和优质小麦优价收购， 确保农民种
粮积极性， 以市场经济行为指引农
民调整种植结构。 作为云阳镇慈善
协会发起成员，10 年来， 该公司协
同云阳镇慈善协会， 累计向全镇困
难群众捐款捐物 350 余万元。 在脱
贫攻坚中， 该公司 4 年累计发放帮
扶资金 273 万元， 通过就业带动近
30 户困难群众年均增收 3 万元以
上。疫情期间，作为民生保供物资生
产企业， 该公司为一线抗疫人员捐
赠价值 6 万余元的物资。③1（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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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面食 引领健康新潮流

“买的时候色泽鲜艳， 怎么回到
家颜色就变了？ ”不少市民在购买肉
类、蔬菜时遇到这样的困惑，原来是
灯光在作怪。 一些经营者为了让商
品看起来更加新鲜、有品质，专门使
用特殊的灯具，给生鲜农产品提色增
亮，被形象地称为“生鲜灯”。《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施行逾半年，“生鲜灯”在市场
上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近日，记者
走访了多家超市、农贸市场。

“生鲜灯”下的好卖相
消费者不买账
7 月 21 日， 记者走进汉冶路一

家生鲜超市，远远便望见盛放鲜肉的
冰柜散发着微微红光，仔细观察，会
发现冰柜内部安装了一圈红色灯带。
市民杨女士选了一块肉后，又拿到白
色灯光下看了看，才打包结账。“在
有颜色的灯光下确实不好辨别，我以
前买衣服的时候就经常拿到店外看
看。 ”对付“障眼法”，杨女士颇有心
得，但也觉得有些麻烦。

在张衡大道一家超市， 肉食品
区的白色灯具套了一层红色塑料
袋， 这样的操作虽然有些随意，但
也看得出是想改变肉食品的视觉
效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套上去

的，可能是有顾客恶作剧吧，我们
也没在意。 ”面对记者的询问，店里
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复。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两相东路
的老庄农贸市场。 除了在肉食品上
使用红色“生鲜灯”，一些商家还会
给蔬菜、水果挂上绿色、黄色、紫色
“生鲜灯”。“其实新鲜的肉颜色也不
会那么鲜艳的， 但是别家用了生鲜
灯，显得更好看，顾客就觉得我们卖
的肉颜色暗淡，是不新鲜的。 ”采访
中，一位商户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发现商家使用“生鲜灯”
消费者可举报

“靠小聪明欺骗消费者， 这样做
生意不会长久。 ”相较于“劣币驱逐
良币”的担忧，也有很多商家对自己
的诚信经营充满信心。 在万德隆华
鑫苑店，所有售卖食材的区域均使用
普通的白色光源，各种食品的情况一
目了然。 市民孙先生在熟食区浏览
一番，很快就挑选好了自己需要的牛
腱、鸡腿，“吃的东西，看得清楚才能
放心。 ”

为了规范“生鲜灯”的使用，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早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就已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
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
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
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对
此，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进行了普法
宣传和监督检查。 然而，仍有很多商
家存在侥幸心理，继续违规使用生鲜
灯，或用“变种生鲜灯”打“擦边球”，
掩盖产品变质、变味等问题，损害了
消费者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据了解，《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食
用农产品销售者仍使用“生鲜灯”

的，将依据《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依法处
置违法违规行为。 消费者如在《办
法》施行后发现“生鲜灯”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可拨打 12315 热线或者登
录全国 12315 平台网站、 小程序、公
众号进行举报。 ③1

“生鲜灯禁令”发布逾半年，不少商家仍在用它玩“障眼法”———

“美颜”食材 让消费者买得不放心
□本报记者 魏巍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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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鲜灯”的商户

生产车间 花样面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