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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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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上的各种应季水果，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发现，蓝莓、荔枝等水果刚刚降价，戴着“洋标签”的“水果刺客”就

来偷袭了。600元左右买个日本静冈蜜瓜、400元买个太阳之子芒果、折合一斤超过80元的晴王葡萄……这些高价“洋水

果”，是“真进口”吗？

网店再现几百元的进口蜜瓜
高价“水果刺客”如何辨真假？

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
甜瓜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怀
松向记者证实，由于国家不许
可从日本进口甜瓜，市场上打
着类似“原产日本进口网纹甜
瓜”旗号的产品，绝大多数都不
是“真进口”。

王怀松说：“静冈蜜瓜是在
日本静冈县种植的网纹甜瓜，
它是甜瓜里的高档品种，网纹
外观非常美观，肉质细糯醇
香，品质和外观都被赋予一种
高端的感觉。另外，它的果实
发育期相对长一些，投入管理
时间长，所以价格也要贵一
些。”这种网纹甜瓜是20世纪80
年代最先从日本引进的品种，
这些年国内甜瓜育种水平逐年
提高，所以现在的网纹甜瓜有
少部分是日本进口的种子在中
国种，更多的是国产种子在国
内种植，但在市场上还是借着

“日本网纹甜瓜”“静冈蜜瓜”的
名字来销售。

这意味着，产于我国的优质
甜瓜品种很可能只是经过简单
的包装和营销策略，便成为所谓
的“进口瓜”。王怀松表示，进口
水果并不等于味道更好、营养更
丰富、消费更有面子，他以甜瓜
举例，其实，国产甜瓜足以让大
家实现高品质的“吃瓜自由”。

实际上，本土水果早就依
托科技和产业发展默默修炼内
功。比如，国家西甜瓜产业技
术体系就针对全国西瓜和甜瓜
产业的需求，集合育种、栽培、
植保、机械等各方面技术人员
开展产业攻关，未来将有更多
品种成为超越静冈蜜瓜的“水
果界尖子生”。

当然，作为消费者，如果在
品尝到口感更“接地气”的国产
优质水果之余，还想体验进口
水果，不妨登录海关总署网站
查询“准予进口农产品名单”，
通过查询《获得我国检疫准入
的新鲜水果种类及输出国家地
区名录》进行辨别。

文图均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社交媒体上，有博主分
享了一款名为“日本静冈蜜
瓜”的食用测评，将这一水果
的 口 感 描 述 为“ 多 汁 ”“ 清
甜”。记者搜索发现，电商平
台有商家售卖“日本引进静冈
蜜瓜”“日本引种静冈蜜瓜”等
相 关 产 品 ，1 个 1000 克 至
1500克的静冈蜜瓜售价在600
元左右。记者向一位商家咨
询，对方承诺，店里的静冈蜜
瓜均为日本进口。

据商家介绍，他们目前没
做实体店，主要是做线上，包
括一些日料店，也是该店专供
的进口水果。商家说，经常吃
这种水果的人，真假一吃就知
道了。

实际上，依据海关总署最
新发布的《获得我国检疫准入
的新鲜水果种类及输出国家
地区名录》，目前，我国允许从
日本进口的水果仅有苹果和
梨两种。

多个线上商家都在商品
描述中使用了“高端日本品
种”“正宗日本引进”等字样，
部分商家明确其售卖的静冈
蜜瓜为“进口”，也有部分商
家售卖的蜜瓜价格与“进口”
持平、但承认是“国产”；一些
商家仅在商品详情页里需要

额外点击查看的产品参数信
息中标注了产地为“中国”。

一位线下高端水果批发
商解释，他们售卖的其实是原
产于日本的海南玫珑瓜。据
这位批发商说，这种瓜叫玫
珑，在日本叫静冈网纹瓜，后
来引入国内在海南种植，现在
已大批量种植了。

从批发商展示的包装来
看，这款箱装海南玫珑瓜，从
箱体到箱内的纸质宣传页、瓜

体上的贴纸，都被设计得非常
“日式”，几乎看不到“国产”印
记。记者走访多家线下进口
水果超市发现，店内售卖的所
谓“静冈蜜瓜”，虽然在商品
信息签上标注了“国产”，但
包装同样以日语为主；电商平
台相关商品的展示图片亦是
如此。而相似的情况，还出现
在了“日本晴王葡萄”“日本
太阳之子芒果”等所谓“洋水
果”中。

2

国
家
不
许
可
从
日
本
进
口
甜
瓜

商家一边声称是“进口”，一边在商品产
地一栏标注“中国大陆”。

包装以日语为主的“静冈蜜瓜”。

商家在朋友圈中展示的部分“进口”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