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2日，省总工会和省律协的专家和律师在本报会议室接待农民工投诉。
实习生 蒋璐 记者 王翀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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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真有这么多土鸡蛋?�
����“乒乓球鸡蛋”、“饲料添加剂鸡蛋”，市
场上问题鸡蛋“冒”不停，也让爱吃鸡蛋的长
沙市民非“土”不可。 走到市场，竟然到处都
是“土鸡蛋”，一夜之间，怎么就有了这么多
土鸡蛋？

近日，长沙市民王女士就碰上了这事，
花高价托人从老家带来的“土鸡蛋”，结果，
“跟市面上买的洋鸡蛋卖相、 味道都差不
多。 ”

12月 6日，记者走访农贸市场发现，加
了“土”字的鸡蛋，身价成倍上涨。业内人士表
示，农家散养土鸡的蛋并非那么“好吃”的，有
可能吃进营养的同时，跟着吃下去不少细菌。

鸡蛋姓“土”身价翻 3番

12月 6日 8点，在荷花池社区瑞仔食品
超市，有不少附近居民在购买蔬菜、鲜肉。鸡
蛋专区， 摆着本地某公司出产的鲜鸡蛋，俗
称“洋鸡蛋”，售价为 4.58 元 / 斤。 还有两种
包装精美的盒装鸡蛋， 均为“乡里香”牌
“土”鸡蛋。 12枚一盒售价 10元，8枚一盒售
价 7元。

而在相隔不远的荷花池农贸市场，多家
卖禽蛋的店铺只有“土鸡蛋”买，且售价 12
元、14元 /斤不等。

进门口一家店铺，门口的盒子里装满了
一盒卖相颇佳的鸡蛋，在盒子中还插着一块
牌子，“农家土鸡蛋，12元 /斤”。

“哦该过贵咯，还有少冒？ ”一位提着菜
篮子的附近居民拿着鸡蛋在耳朵边摇晃几
下。 老板边扯袋子边说：“你放心，我们这里
的土鸡蛋是最便宜的， 里面都买到 14 元 /
斤了。 ”

据该店老板介绍，他这里只有“土鸡蛋”
买，全都是从望城农家收购而来。 当记者问
及“土鸡蛋”与“洋鸡蛋”有什么差别，老板表
示，“营养价值肯定要高些。 ”

在荷花池农贸市场其他卖禽蛋的店铺，
也均没有“洋鸡蛋”买，“土鸡蛋”更是卖到高
达 14 元 / 斤， 相较于 4.5 元 / 斤的“洋鸡

蛋”，身价翻了差不多 3番。

农家散养土鸡的蛋并不“土”

据了解 ， 只有用本地的鸡种， 通过散
养、放养的方式，以野外的青草、虫子或谷物
为食，不吃饲料和抗生素的鸡，生出来的鸡
蛋，才被称为土鸡蛋。

众所周知土鸡蛋产量小，普通鸡蛋产量
大，而在市场上，众多商家竟然能大量供应
新鲜实惠的土鸡蛋， 而没有普通鸡蛋卖，不
得不让很多消费者费解。

且商家纷纷称，自己卖的“土鸡蛋”，是
农家散养“土鸡蛋”，不过，并没有凭证可以
证明。 插了块“土鸡蛋”的牌子，身价立马翻
3番，谁能抵住这种诱惑？

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农家叫卖
的自产散养土鸡， 产蛋的卫生状况不好把
控， 鸡蛋受到粪便污染的可能性也较大，卫
生消毒及免疫监测等都没有那么严格的控
制，如果从这方面考虑，这类“土鸡蛋”非但
不“土”，还有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以企业化制度经营土鸡蛋

“这些担忧，在林露土鸡蛋上完全不可
能发生。 ”林露土鸡蛋培育者湖南春秋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春秋介绍。

首先， 林露饲养地在远离人居的 2.3 万
亩生态湿地；其次，采用轮牧饲养方式，且严
格按照企业化制度对土鸡饲养、生产环境进
行监管；最后，每日所产鸡蛋，当日检查分级
入库保存，清理出破损蛋等。

质量是品牌的本质、基础，也是品牌的
生命。湖南春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确立
以“林露”为商标展开产品品牌化运作的战
略。目前在长沙、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已开
设几十家“林露老母鸡、土鸡蛋”专卖店。

“全部店面都采取连锁经营模式，用直
销方式，让市民买到真正的土鸡蛋。”江春秋
表示，林露就像他的孩子一般，将细心照料，
用心经营，保证品质。

教你五招辨“土、洋”

1.�外观上，土鸡蛋个稍小、色浅、较新
鲜，有一层薄薄的白膜。 而洋鸡蛋壳色深；

2.土鸡蛋蛋黄呈金黄色;洋鸡蛋呈浅黄色；
3.真正的土鸡蛋口感纯正、清香、无腥味；
4.土鸡蛋虽然个头小，但蛋黄并不比洋

鸡蛋小。 洋鸡蛋个头大，蛋清多、水分多；
5.�看蛋壳的亮洁度， 如果蛋壳表面很亮

很光，说明储存的时间比较久，新鲜鸡蛋蛋
壳表面的立体感较强。

个个都姓“土”，沾“土”身价翻

寻找真正的土鸡蛋！

瞧一瞧

一溪流水碧如练，2.3 万亩草地绿如油，除了“林露”，谁还拥有这样的养殖生态？

土鸡真正的生态家园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包工头拖着工资不发， 一定要我工作
到过小年才发钱”、“老板给我打了白条，但
是一直不兑现，我要怎么去要钱？”……12月
12日，本报启动“农民工温暖回家路”活动，
在上午近一个小时内，来自省总工会、省律
协的专家和律师现场接待了几十个农民工。
同时，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接到近
百个求助电话，专家和律师现场解答，并提
供解决方法，免费为农民工讨薪维权。

他们想要工资回家
胡先生从今年年初就在汽车北站一家

楼盘的工地打工， 大部分的工资都没有拿
到，每次去找包工头要，对方总是推说下次
给，眼看要过年了， 胡先生为拿不到钱回家
而头疼不已，特意请假过来咨询。

远在上海的常德人周先生通过网络看
到本报报道后来电，反映他现在打工的饭店
老板欠了他们5个人每人3000多元的工资，
每次去催，老板总以辞退威胁。

“对这些被欠薪的农民工， 省总工会将
联系欠薪发生地的工会，争取协商解决。”省
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罗华介绍。

如果协商不成怎么办？湖南金州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陈平凡介绍，职工可向劳动部门
投诉，由劳动部门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
情况下， 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如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依法向当地法院
提起诉讼。

包工头也来求助

求助现场还来了几名包工头，他们无
一例外地表示， 不是自己想欠农民工钱，
而是别人不履行合同，欠了他们的钱。

任先生在岳阳承包了一家宾馆的装
修工程，现装修已完工，对方欠了十几万
的工资，多次讨要无果。“这些做事的兄
弟们挣的都是费力气的血汗钱，我自己垫
了上万元给他们发了部分工资，不要到这
些钱给弟兄们回家过年，我实在没脸去见
人。”任先生说。

“做事的农民工付出了劳动，理应获
得劳动报酬， 包工头与其他人的纠纷不
能作为他欠薪的理由。 而其他人拖欠了
包工头的钱，说到底是个合同纠纷，双方
可以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可提起诉讼。”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志勇分析。

他们还关注如何拿到工伤钱
除了要不到工资的农民工， 还有受

了工伤流血又流泪却维权无门的职工
也来到了现场。胡女士代她的弟弟来咨
询， 她的弟弟胡军今年7月在长沙芙蓉
区一小区做保安队长，发现一个保安上
班打牌，要扣他的工资，却被该保安拿
钢管打成重伤。胡军受伤后被认定为工
伤， 可他却迟迟没能享受工伤待遇，数
次去单位讨说法，单位却要他找打伤他
的保安。

省律协劳保委主任庞圣祥介绍，胡
军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且经过劳
动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理应享受工伤
待遇。 如果单位为他缴纳了相应的保
险，由单位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待
遇；如果没有，则可要求单位补偿应享
受的工伤待遇。

本报“农民工温暖回家路”正式启动，省总工会和省律协专家当场支招

数十农民工兄弟现场请专家团讨薪
省信访接待中心：
每日接访超500人
90天内要有答复

12月12日上午10点， 省信访接待中心有
位老人一边哭泣，一边登记、排号，最后被工作
人员带到信访工作室。 这位老奶奶叫蔡玉球，
今年68岁，曾是一家省级医院退休护士，因工
伤没得到合理的救治，且对单位新建楼房拆迁
宿舍的安置补偿不满意，两年多来多次向单位
及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没有结果。信访工作人员
将她反映的情况认真做了记录，并表示会帮她
联系相关单位协调解决，请她放心。

据统计， 省信访接待中心每天要接待来
访群众500多人，多的时候上千人。目前，全省
信访系统有窗口单位1531个，共下访接访1.2
万人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6万余件，化解
1.44万件，筹措信访救助资金1.1亿元。据省信
访局接访一处处长胡正龙介绍，他们从早上7
点半到下午6点，认真接访每一位群众，记录
每一个人的情况，整理反映给有关单位，在60
天之内给出答复， 疑难问题最迟要90天内给
出答复。暗访显示，群众满意度高达95%。

■记者胡抒雯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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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被欠工钱且讨要无门，欢
迎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