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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商品店卖的究竟哪国货？

最近，周围的俄罗斯商品店似乎一

夜之间多了起来。

在宁波部分热门商圈里，已有多家

俄罗斯商品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打着“战斗民族”“硬核俄货”“俄罗斯优

选”等旗号，搭配着热血的俄语歌曲，不

少路过的行人不自觉就被吸引进店。

这些产品是否真的来自俄罗斯？

带着疑问，记者前往宁波多家俄罗斯商

品店一探究竟。

近段时间，在海曙东鼓道商业
街、江北万达广场等热门商圈，陆续
出现了多家俄罗斯商品店。从店面
风格看，多以鲜艳亮丽的蓝、白、红三
色为主色调；从店名看也都与“俄罗
斯”相关。12月18日下午，记者走访
了市区多家俄罗斯商品店。

在江北万达广场，“俄罗斯进口
商品仓储馆”临时搭建在外围广场
上。一走进门店，就能看到挂得密密
麻麻的中俄国旗，还有“中俄互通”

“战斗民族”“硬核好货”“乌拉乌拉”
等各种标语或音译俄语。

在货架上，摆放着各种俄式风情
商品。一进门就能看到俄罗斯肉肠
和俄式大列巴等，还有蜂蜜、燕麦、伏
特加酒、面包圈和羊奶粉等。这些商

品的标签上通常有俄文，其产品名称
也颇具俄式风味。如一款燕麦豆粉
的品名叫做“彼尔姆牌”、一款面包圈
的品名“涅夫斯基牌”、一款燕麦片的
品名“老克烈牌”等。

记者注意到，尽管货架上部分商
品的原产地标注为俄罗斯，但也有不
少充满俄式风情的商品，产地标注为
中国境内城市，如黑龙江、内蒙古、甘
肃，甚至福建、江苏等地。

如一款俄罗斯风味果仁列巴面
包，其生产商为黑龙江省玛杰艾贝食
品有限公司；一款库伦纳达牌高钙奶
粉，其生产商为甘肃那拉陇原乳液有
限公司，委托单位为俄罗斯索菲亚有
限责任公司。

在海曙东鼓道的一家俄罗斯商

品店，有不少市民持续进店。货架上
的各式俄罗斯风情商品，同样存在部
分原产地为俄国，而部分产地在中国
境内城市的情况。

在该店显眼位置的展示冰柜内，
放置着成排的“俄罗斯冰淇淋”。尽
管这些冰淇淋产品的外包装上赫然
写着“俄罗斯冰淇淋”，但是生产商则
为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祥光经贸有限
公司。

还有颇具盛名的俄罗斯肉肠，占
据着一整个货架，但大部分也均为境
内生产。如一款品名“白俄贵族肠”，
其生产商为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朵颐
食品有限公司；另一款维卡肠，其生
产商为河北省沧州市海之岩食品有
限公司。

实地探访 不少“俄罗斯商品”的产地在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当下，这种俄罗
斯商品馆的商业模式被快速复制，在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重庆等城市
已经快速上线。而在宁波，这种商业
模式也在全面铺开，它们都开在了人
流量较大的商业街区，吸引了大量消
费者前去消费。

然而，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遍地
开花的俄罗斯商品馆都是东北制造”
的热议也越发引发关注。

在上述俄罗斯商品店内，当记者
询问这些产品是否真正来自俄罗斯
时，店员表示“确实有部分产品并非
俄罗斯进口产品，是委托国内厂家生
产，但是生产原料或工艺则来自俄罗
斯。”

随后，记者拨通了上述俄罗斯商
品馆内一款肉肠生产企业的服务热
线。当记者问到，这款产品是进口还
是国产时，该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
示：“俄罗斯合作公司提供了技术支
持，但肉肠全程是在国内加工生产
的，不是俄罗斯进口产品”。

除了产地，“俄罗斯国家馆”这一
命名方式也引发争议。一位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国家馆”需要得到该国
大使馆的官方认证，商品馆要得到该
国商协会的认证。

例如，在位于宁波进口商品中心
10号馆3楼的白俄罗斯国家馆展厅
面积约240平方米，是经白俄罗斯共
和国驻华大使馆授权在宁波推广和展

示白俄罗斯产品、科技、文化、旅游等
业务的实体平台。开馆时，白俄罗斯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基里尔·鲁德，白俄
罗斯共和国农业与粮食部副部长伊
凡·斯米利金来到现场站台支持。

此外，部分产品代工厂家的食品
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如信用中国
显示，火腿肠生产商绥芬河市朵颐食
品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被绥芬河市
市场监管局罚款2万元，因其于2023
年8月生产的100根牛筋肠生产标
签未按规定标注相关信息。记者注
意到，这家企业恰是海曙区东鼓道那
家俄罗斯商品店内所售“白俄贵族
肠”的生产商。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部分企业回应 确非俄罗斯进口产品

包装都是俄文，一看产地却有不少是国产的

这款这款““俄罗斯冰淇淋俄罗斯冰淇淋””的产地为黑龙江的产地为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