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2025年7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林威 美编/杰清 校对/惠琴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0500422213505004222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泉州元祺鞋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82MA2Y5MFE9R）不 慎 遗

失圆形橡胶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企业战略专家霍虹
屹分析，“云认养”本质上
是一种“定制农业”，消费
者购买的是“农产品+故
事”的套餐。

“云认养”靠谱吗？
霍虹屹认为，靠不靠谱
关 键 看 怎 么 做 、谁 在
做？如果诚信经营，“云
认养”模式可以增加农
产品的销售，提升消费
者的体验，有助于实现
乡村振兴。“但一些平台
并 没 有 真 正 从 农 业 出
发，而是将其作为快速
变现的噱头，只为牟利，

忽视了履约，就容易演
变成消费陷阱乃至非法
集资的温床。”

“不能让一些骗局毁
了云养殖经济。”针对“云
认养”行业鱼龙混杂的现
象，中国城市发展研究
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建议，
农业、公安、金融、市场监
管等部门应建立常态化
协作机制，对于宣称高额
回报、发布集资信息的

“新型农业”主体加强排
查清理，根据违法线索进
行有效处置。

今年 1 月，农业农村
部等多部门制发《关于进
一步防范“云养经济”领
域欺诈风险的提示》，提
醒公众对高额返利不动
心，要求农业经营主体不
超范围经营、不违规从事
金融活动，不与涉嫌违法
违规从事“云养经济”的
平台合作。农业农村部
从 3月份开始委托专业公
司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对从事“云养经济”的相
关平台进行全面监测，分
析研判潜在的欺诈风险，
及时预警。

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一家
植物园提供果树“云认养”服
务。记者在现场看到，采摘区
整齐排列着多组钢架大棚，棚
内的果树枝繁叶茂。认养者
只需支付一定的年费，便可远
程“拥有”一棵果树。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植物园可提供番石榴树、柚子
树、火龙果树、柠檬树等果树
的认养服务，认养一年的价格
在 600 元至 1000 多元不等。
如认养一棵柠檬树一年需628
元，可产出约 20 斤柠檬。认
养者不仅能获得所认养果树
全年的果实，还能免费入园，
体验修剪、防虫、采摘等农
活。一位认养火龙果树的市
民称，去年他认养的火龙果树
一年收了60斤火龙果。

除了认养近处的果树体
验农事活动，还有消费者认
养远方的咖啡树或者牛羊，
只为认养期满后能收到实物
回报。

位于云南普洱的一家咖

啡庄园提供 228元/年的咖啡
树认养服务。庄园客服介绍，
认养后，除了可以在当年的12
月份获赠 3 包 200 克的咖啡
豆，还可通过小程序观看咖啡
树的生长情况。此外，认养者
还能享受在庄园店铺内 85折
购物、来庄园住宿抵扣住宿费
等权益。“远程看咖啡树长大
结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有
年轻的认养者表示。

在某平台“认养一只新疆
羊”的项目中，商家称产出的
羊肉是有机产品、国家地理标
志双认证……用户可以选择
988元与他人合养一只羊，最
终收到 12 斤羊肉；或者选择
1888 元认养一只整羊，收获
24斤羊肉。被认养的羊会被
打上专属的耳标，认养人可以
给羊署名，查看小羊的照片，
还可以通过摄像头 24小时观
看牧场全景。

“确保你吃的就是你认养
的那只羊。”客服承诺，现在下
单，中秋节后即可收到羊肉。

当认养期满或达到特定
条件时，消费者将收到实物回
报，如牛奶、水果或粮食、肉类
等，这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消
费者的体验感和价值感。然
而记者发现，“云认养”的有些
环节存在漏洞，消费者需多留
心。

在“云认养”的过程中，消
费者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照
片或监控画面，随时查看认养
对象的生长情况，但这些画
面、照片是真是假，消费者无
从证实。

记者向昌平区的一家农
场咨询土鸡认养服务时，对方
称，养一只土鸡一天仅需 1元
钱，农场会定期向认养人寄送
土鸡蛋。农场负责人介绍，土
鸡是散养的，只喂粮食和蔬
菜，喝的是山泉水。平谷一家
云养鸡项目负责人向记者发
来散养鸡在林间自由觅食的
照片，称因条件所限，不能提
供实时监控。但该负责人表
示，欢迎随时来现场查看。

记者注意到，几乎没有商
家可以对养殖、采摘、宰杀的
全程实时直播、监控。

因此也有网友怀疑，家禽
是否能一直散养？到底吃的
是什么饲料？认养人收到的
是不是画面中的健康农产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云
认养”模式中，一些大型农业企
业或依托电商平台的项目，已
经实现了线上下单、自动支付
等较为规范的流程；但更多小
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仍缺乏标准
化合同以及收款机制。

特别是小体量的果园、养
殖户，普遍没有提供纸质合同
的习惯。认养协议往往仅通
过微信聊天或电话沟通达成，
后续收款则直接通过微信、支
付宝等个人账户完成。这种
方式虽然便利，但也缺乏法律
保障。一位果农坦言：“我们
就是靠口头信任，说好了什么
时候寄果，就按时寄过去。”

平谷区一位运营土鸡认
养项目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
于认养人数量不多，仅有几十
组客户，项目未设立企业账
户，相关费用通过他的微信个
人账户收款。认养人可向他
所在村委会经济合作社申请
开具发票。

“对我们这种规模小、运
营简单的养殖户来说，设企业
账户、签正规合同，流程太复
杂了。”该负责人表示，希望未
来在平台或政府指导下，能建
立更清晰、便捷又规范的交易
机制，“既方便农户操作，也让
消费者更安心。”

“云认养”模式兴起
后，市场上的商家鱼龙混
杂，还有认养人交了钱却
迟迟收不到产品。“只需
投资两万元认养 10 只
羊，三年间每年能领 200
斤优质羊肉，若不要羊
肉，还能按每斤 50 元代
售 ，累 计 收 益 高 达
50%……”2022年 8月，北
京的张大爷夫妇看到某
养殖场“我在内蒙有只
羊”的广告宣传后，心动
不已，花两万元认养了 10
只羊，委托认养的时间为
3 年。根据约定，张大爷
每 年 可 获 得 200 斤 羊
肉。可一直到 2024 年，
张大爷始终没有收到过
一次羊肉，和客服交涉无

果后，张大爷夫妇只能打
官司维权。

更严重的，是打着
“云认养”旗号进行集资
诈骗的情况。多地警方
曾通报相关案件，犯罪嫌
疑人打着“云养经济”“智
慧农业”的名头，用保本
高息吸引投资人。记者
注意到，已被打掉的非法
平台承诺的回报均超出
寄送农产品范畴，而是把
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向
客户承诺远高于正常水
平的收益。前期，涉案公
司会短暂支付所谓的“利
息”，经营一段时间后便
会跑路。

已被公安机关打击
的“禾元农场”曾向客户

承诺，消费者投资 1万元
认养1头黑猪，200天就能
赚六千元。此外，该平台
还设置“团队提成”，鼓励
拉人头、发展下线。警方
发现，这些所谓的实体养
殖场大多不存在或规模
小于宣传。

记者注意到，网上仍
活跃着类似的项目。记
者从“××农场”平台的宣
传图上看到，平台要求用
户一次性最低认购 5 棵
树，每棵树 396 元。用户
如果拉来下家，还可以获
得新用户所认养金额 8%
的推荐奖励……业内人
士指出，如此高额的收
益，已经远远超出农业种
植的正常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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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新奇
“你吃的就是认养的那只羊”

流程漏洞
“浪漫田园”真假难辨存隐忧

警示案例 大爷认养10只羊啥都没收到

专家提醒 当心“云认养”成非法集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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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数百元或上千元，远程认养云南的咖啡树、
草原上的牛羊、岭南的陈皮……近年来，“云认养”“认
养农业”等概念兴起。但在田园农场主的理想背后，
有人收获满满，有人维权无门，甚至落入集资诈骗的
陷阱。

专家提出，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方式，“云认养”通
过互联网平台，让消费者能够远程选择并“认养”特定
的动物或植物，有助于振兴乡村、促进消费，但“云认
养”仍需规范化，更要警惕打着“云认养”旗号的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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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
认养的土鸡

这是我
认养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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