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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
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要求，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提高
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起
施行。

增值税方面：销售货物的增值税的起征点
幅度调整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此前为月
销售额2000-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增值
税起征点的幅度调整为月销售额5000-20000
元，此前为月销售额1500-3000元；按次纳税
的，提高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此前为
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

营业税方面：按期纳税的，起征点的幅度
提高为月营业额5000-20000元，此前为1000-
5000元；按次纳税的营业税，提高为每次(日)营
业额300-500元，此前为每次(日)营业额100元。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

今起大幅上调

据新华社上海１０月３１日电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３１日就“浦东机场刺母案”作出一审
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３年６个月，犯罪工具两把尖刀予以没收。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２４岁留学生汪某在上海
浦东机场因留学费用等问题与母亲发生争执，
从包内抽出两把尖刀，对毫无防备的母亲的头
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
重伤。

上海“浦东机场刺母案”

一审宣判
刺母留学生被判刑３年半

有机蜂蜜每公斤358元、有机猪肉每
公斤160元、有机杂粮每盒 (268克 )268
元……近年来，一些食品包装上纷纷标
注 “ 有 机 ” 二 字 ， 并 标 榜 “ 高 质 高
价”。这些有机食品货真价实吗？

记者追踪一些有机食品产业链发现，随意
标注“有机”、花钱购买认证、张贴假冒认证
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售价不菲的有机食品，
只是披着“有机”外衣的大路货，亟待整治。

有机食品“李鬼”多

记者近日在山东、广西多家超市中，随机
问20余名消费者“什么是有机食品”，回答
“五花八门”：“包装上有‘有机’二字”
“标价比普通食品贵很多”“口感好、有营
养、无污染”……由于认知模糊，一般消费者
很难判断有机食品的真假。

除了“有机”二字随意贴，有的食品包装
上只贴了“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但没有认证
机构的标识。而根据我国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规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单位或个人，应
当标注认证机构的标识或机构名称。

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利客隆”超市发现，
“德伟有机八宝米”的包装上称产品“按国际有
机食品通行标准生产”，并贴了“有机认证”
“有机食品”标志，但却没有认证单位。

有的“有机食品”认证已过期或撤销。在
广西，针对一些超市销售的“有机杂粮”“儿
童有机胡萝卜面”等食品，记者查询其认证码
时，要么显示“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
要么显示已撤销或已过期。

两三万搞定“有机”证书

根据超市提供的信息，记者联系上一位常
年在北京、山东、广西等地做“有机食品”收
购、加工、包装的经纪人刘刚。他表示，有机
食品行业之乱，关键是认证环节随意性大。

“像中绿华夏、南京国环等知名认证机构
还可以，但对不少认证机构来说，你只要花两
三万块钱，基本就能拿下有机食品认证。”刘
刚透露，交了钱，一些认证机构或中介公司会
派专人帮助“搞定”申请、文件审核、实地检
查等认证全流程。

不仅如此，因受利益驱动，有些认证机构
甚至主动找加工企业花钱买有机食品认证。

山东寿光市砚祥有机蔬菜公司就曾被“游
说”。这家公司总经理张砚祥坦言：“我们公
司的多个蔬菜品种通过中绿华夏有机认证后，
不少认证机构就主动打电话给我，说只要交
钱，最多一个月就能把没通过认证的菜品也认
证了。这不是乱套了吗？”

记者联系到上海一家包装印刷公司。在电
话中，对方直言，可根据客户要求印制“有机
认证”“绿色认证”等各种标签，也可以将
“有机认证”直接印刷到包装盒上，根据包装
材质不同单个费用从几毛钱至几百元不等。

“有的企业收购普通食品后，经过简单加工
包装后，直接贴上假冒的有机认证标识，获利往
往翻番，个别品种甚至超过500%。”刘刚说。

◆链接

有机认证可通过

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
针对有机认证中出现的问题，记者联系到

负有监管责任的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国家认监委”）。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按照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
委应组织地方认证监管机构对有机产品认证，
但目前有机食品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仅靠国家
认监委一个部门很难进行“全覆盖监管”。

国家认监委对全国范围内获得有机认证的
企业和这个企业认证的产品都有备案，消费者
可以登录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如果企业名称
与产品对应不上，或者与证书编号对应不上，
那极有可能是假的。 (图文均据新华社)

高价“有机食品”
造假链条追踪
乱象频现关键在于认证环节随意性大

▲建于1975年的云南嵩明县委办公大楼 ▲当地嵩阳一中的体育馆 □新华社发

最近，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县委的一栋
办公楼在网络上火了。事前有媒体报道，嵩
明县县委、县政府至今“蜗居”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办公，而当地的学校却
建得十分豪华。

“寒酸”办公楼引热议

一边是嵩明县委大院内一栋老式的楼
房，楼面陈旧，看起来有不少的年头了；另
一边是当地嵩阳一中气派的体育馆——— 网友
“王牧笛”近日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了这两张
对比照片，并在微博中说：“云南昆明市嵩
明县县委、县政府至今还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建的老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的办公室都
是‘蜗居’；从2007年来，全县财政收入大
部分投入教育，有的学校的环境甚至超过了
大学。”

截至10月31日，该微博的转发、评论已
达四万多次，大多数网友对此举表示了支
持。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政府超赞，办公
大楼真好看”，网友“茅草岥”也说，“确
实很温暖”。

办公楼用了近40年

记者在嵩明县委大院的一侧找到了照片
中的那栋办公楼。这是一栋如今已很少见的旧
楼房，外墙上的楼名牌完全生锈，楼的背面裸
露着青砖，蜘蛛网般的线缆杂乱地挂在外墙一
侧；暗红色的木窗油漆多处脱落，走进办公楼
的一间普通办公室，记者看到不足十平方米的

屋子摆放着三张办公桌，连转身都困难。
嵩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永文告诉记者，

这座办公楼是1975年建的，县委至今仍在使
用。县委大院里有三栋老办公楼，办公条件一
直很紧张。2010年8月，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嵩阳
一中搬迁新校区后，县委才把一些部门搬到了
教室里，办公环境才稍微有所改善。

嵩阳一中新校区建在县城城郊的一片空
地上，气派的大门后面三栋教学楼整齐划一，
食堂、学生宿舍、综合馆、运动场馆一应俱全。

“新学校占地面积约183亩，建筑面积近
5万平方米，整体投入超过1亿元，从教学设
施和功能配套上都非常现代化，是老校区无
法比的。”嵩阳一中校长杨江明说。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在嵩明，不管走到哪里，最好的房子
是学校。”嵩明县教育局局长蔡华说。2007
年到2010年，嵩明县整合中央、省市、县各
级资金7 . 7亿元，建设了44所标准化学校，其
中包括县级财政投入2 . 9亿元。据了解，嵩明
县“十一五”期间地方财政收入由1 . 1亿元逐
年增加到4 . 5亿元，2 . 9亿对嵩明县来说不算
一个小数目。

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进参认
为，网友对于一座普通办公楼给予关注的原
因，在于当今社会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即一
方面在呼吁注重民生，另一方面政府形象工
程却越来越多，这件看似合理的事情引发的
讨论更加值得深思。

(据新华社昆明10月31日电)

云南嵩明县委
“蜗居”办公走红网络

四年县级财政投入2 . 9亿建学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近日从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了解到，
50个微博客用户因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内容日
前被依法查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负
责人指出，上述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的微
博客用户，经群众举报并经有关部门查实。这
些账户存在刊登淫秽色情及低俗图片、视频，
提供卖淫嫖娼及一夜情信息，非法刊登性药品
性用品广告等各类违法信息。网络新闻协调局
责成属地网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关
闭了这些微博客用户的账号，并提请当地公安
机关对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涉嫌违法
犯罪的行为依法查处。

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

50个微博账户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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