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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
菜。然而，经常买菜的人可能会发现：我
市的超市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韭菜了。
那么，超市为什么不卖韭菜了？韭菜又
去了哪里？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有些超市已近一年不卖韭菜

“有时候就想吃韭菜炒鸡蛋，或者
包韭菜馅儿饺子，可超市里基本上买不
到韭菜，只能去路边摊买。”9 月 5 日，在
亨源通超市，50 多岁的王女士对记者
说，“不过也能理解，听超市工作人员
说，韭菜检测经常不合格。”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再
卖韭菜了。”亨源通超市生鲜处处长韩
学亮无奈地对记者说，“不敢卖，怕韭菜
农残超标。一把韭菜也就卖几块钱，一
旦查出来农残超标，最少罚款 5 万元。
这个风险太大了。”

其实，超市购进蔬菜后会先自行进
行检测，但这种检测只能“粗略检测”，
做不到“精确检测”。有时候超市的检测
结果是合格的，可市场监管部门抽检时

却发现不合格。按照相关规定，如果超
市进购韭菜的索证索票齐全，抽检发现
不合格时，处罚由供货商承担。然而，由
于很难保证韭菜合格，供货商不愿向超
市提供相关手续。因此，超市索性不再
进购韭菜。

记者又走访了幸福万家许扶店、胖
东来生活广场等多家超市，发现这些超
市已经将近半年没有销售韭菜了，目前
仍没有进购韭菜的打算。

超市韭菜主要来源于外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大多数
超市的韭菜主要从中原国际农产品物
流港和郑州万邦国际物流农贸市场采
购，而这里的韭菜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蔬菜生长的季节性很强，真正
能做到产、供 、销一条龙的蔬菜供货商
很少。供货商根据蔬菜的成熟期“转战
各地”，从菜农手中购入蔬菜。一般情况
下，供货商会到菜农的菜地查看蔬菜生
长情况和用药情况，但很少进行农药残
留检测。有些供货商的进货渠道更简

单，直接从大型农贸市场收购。
随着韭菜在市场上“遇冷”，目前，

中原国际农产品物流港只有一家卖韭
菜的商户。“对于进购的每一批菜，我们
都要求对方提供产地证明，并建立进货
台账。同时，我们也加大了抽检力度，对
每一批次的韭菜都进行抽检，主要检测
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中原国际农
产品物流港总经理尹松春对记者说。

在对外地进购的韭菜加大抽检力
度的同时，我市对本地种植的韭菜也加
大了抽检力度。

“对于我市种植的韭菜，我们每年
都会进行 2 到 3 次例行抽检和专项抽
检，还会不定时地进行监督抽检。”许昌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
科长马慧萍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局
扩大抽检范围，对全市稍微有些规模的
韭菜种植户进行了 30 批次左右的抽检，
检查结果全部合格。

既然本地种植的韭菜合格，超市为
什么不从本地进购，反而要舍近求远
呢？原来，我市真正的韭菜种植经营主

体只有禹州星雨家庭农场一家。该农场
种植韭菜近百亩，其余规模较小，根本
难以持续满足超市的供货需求。

禹州星雨家庭农场坚持以防为主，
把病虫消灭在发生、为害之前，主要采
取人工除草，种植的韭菜是经过认证的
绿色产品。“往年的韭菜卖得还不错，今
年基本上没咋卖。现在韭菜已经出韭花
了，准备卖给一些做韭菜深加工的工
厂。”禹州星雨家庭农场总经理段书恒
对记者说，“曾经给许昌市区的几家超
市供过货，但后来他们都不再要了。”

“我们从禹州星雨家庭农场进购过
一次韭菜，但卖相不如以前从其他地方
进 购 的 好 ，而 且 价 格 偏 高 ，不 是 很 好
卖。”韩学亮说。

为啥韭菜容易农残超标

每逢抽检，基本都会发现一些不合
格批次的韭菜，主要原因是农药残留超
标。2018 年，在河南省市场监管局、许昌
市市场监管局对我市韭菜进行的抽检
中，发现多批次不合格韭菜，而不合格

韭菜均来自外地。
为什么韭菜容易出现农残超标呢？

许昌市某农业专家告诉记者，韭菜在种
植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韭蛆，韭蛆主要
危害韭菜根部。由于韭菜的采收规律是
保留根部，然后一茬接一茬地收割，如
果根部被破坏了，那么韭菜的经济价值
就会大大丧失。因此，对于韭菜种植户
来说，韭菜能否有个好收成，治理韭蛆
非常关键。

然而，韭蛆隐藏于根部土壤中，且
抗药性极强。有的种植户为了提高药
效，就违规增加农药剂量和根部灌药次
数；有的种植户甚至违规使用禁止在蔬
菜上使用的农药，如甲拌磷、克百威等。
这样一来，韭菜就很容易农残超标。

“韭菜农残超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不规范使用农药。农药不是不能使用，
关键是要科学、合理、安全地使用。”该
农业专家说，“有些种植户使用了可用
的农药，但还没等到过了安全间隔期就
将韭菜收割上市了。”

给韭菜施药后，需要经过一定的时
间，农药才能大致分解完，然后才可以
将韭菜收割销售。如果缩短施药和收割
的间隔时间，就将韭菜收割上市，韭菜
上的农药没有充足的时间降解、挥发，
农残当然会超标。

记住这几个诀窍，放心吃韭菜

那么，到底还能不能吃韭菜？其实，
通过正确的挑选和处理，韭菜是可以放
心食用的。

甲拌磷之类的农药可以使根系发
达，让韭菜茎叶长得粗壮肥厚，叶片深
绿发亮，看着特别喜人。因此，大家在购
买韭菜时，最好选择叶面较窄的韭菜，
尽量避免选择那中茎叶格外肥厚、色泽
油亮到令人惊叹的韭菜。

将韭菜买回来后，可以先在阴凉通
风处放上两三天，以利于农药降解。由
于韭菜通常采用根部灌药法，根部的农
残比例相对较大，所以清洗前可以将根
部切去几厘米。

“经过细心清洗，基本可以除去韭
菜表面的农药残留。”该农业专家说，食
用韭菜前，可用清水浸泡 5 到 10 分钟。
如果还不放心，洗完韭菜后，可以在水
中放入小苏打，再将韭菜浸泡，然后用
流动的清水冲洗；也可以将韭菜放入温
水中浸泡，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超市韭菜去哪儿了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张刚马晓非刘瑞琦通讯员陈贯宇

在食品消费过程中，很多人非常
注重食材的外观，甚至以此作为评判
食材品质高低的标准。可是，食品卖相
好就代表着品质优吗？近日，许昌市市
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张百顺
说，食品卖相好不等于食品健康安全，
对于那些卖相好得离谱儿的食品，更
要当心。

随 着 种 植 技 术 的 不 断 提 高 和 改
进，蔬菜、瓜果等农产品的品质也随之
提升，但许多自然生长的新鲜食材，本
身并没有鲜亮的色泽或诱人的外观。
由 于 部 分 消 费 者 过 于 追 求 食 品 的 卖
相，一些不法经营者便滥用各种添加
剂，对食品进行“美容”。

近年来，被媒体接连曝光的“用硫
黄熏蒸木耳”“用烧碱、甲醛等加工水
产品”“用洗虾粉清洗小龙虾”等食品

安全事件，已屡屡敲响警钟。
“其实，合法、合理使用食品添

加 剂 能 起 到 调 色 、 增 香 的 作 用 。 但
是，为了食品卖相好，而毫无节制地
滥用食品添加剂，甚至加入非食用物
质，会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张百
顺说。

深海鱼类除非一捕捞上岸就进行
初加工，否则经过长距离运输，很难保
持新鲜，所以在内陆市场看到色泽十
分鲜亮的海产品，不要盲目购买；天然
枸杞颜色发暗，略带土色，颜色特别鲜
红 、光 光 亮 亮 的 有 可 能 是“ 毒 枸
杞”……

“消费者购买食品时要多长个心
眼儿，对于那些卖相好得离谱儿的食
品，要打一个问号，也可以请教相关专
家。”张百顺提醒。

食品卖相好不代表品质优
本报记者张刚马晓非通讯员陈贯宇

怀疑购买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怎
么办？生活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怎么
办？拨打电话 12315，市场监管部门就会
进行调查处理。

食品安全关系民生，食品投诉举报
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许昌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健全投诉举
报工作体系，完善投诉举报管理制度，
拓宽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群众诉求
得到及时受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的积极性。

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市
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
努力推进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方
式创新，注重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

以创建促监管，以监管保安全，全面打
造“食安许昌”城市品牌。

我市率先在全省完成了基层乡镇
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规范化建设任务，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实现了重心下沉。目
前，我市建成市级食品检验中心 1个、区
域性检测机构 5 个、农贸市场快检室 15
个、基层监管机构快检点 89 个，形成了
覆盖全市的“15 分钟食品检测服务圈”。
全市 2071 个行政村配备了 2455 名食品
安全协管员，建立了覆盖市、县、乡、村
的“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监管体系。

通过开展禁限用农药、水产品违法
添加、农资打假“三整治”等行动，我市
强化食品安全源头治理，有效防范食品

安全风险。
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我市以食用油、饮用水、肉类、
蔬菜、酒类及豆制品、薯制品、蜂产品等
为重点品种，以校园周边、农贸市场等
为重点区域，以私屠滥宰、非法添加、农
药残留等问题为重点内容，积极组织开
展综合执法活动。

同时，我市将食品药品安全执法网
格、社区食品安全协查协管网格与 2071
个村（社区）管理网格联网并线，实现了
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网融合”，建立了

“15 分钟监管执法工作圈”，实现了部
门治理相同步、发现问题无死角、解
决问题更快捷。

遇到食品安全问题
拨打12315

本报记者张刚马晓非通讯员陈贯宇

亨源通超市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蔬菜 张刚 摄我市一家超市的蔬菜销售区 张刚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岳根强）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食品生产经营
标准化监管，9 月 6 日，市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田德海带领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一行 50 余人
赴新郑市，观摩学习食品生产经营“6S”
标准化管理工作。

据了解，“6S”标准化管理，是以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安全等为
主要内容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是在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科学
的、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方法。“6S”之
间彼此关联，整理、整顿和清扫是具体
内容；清洁，是指将上面的“3S”实施的

做法制度化、规范化；素养，是指培养员
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遵守做事规
则；安全，是核心和基础。“6S”标准化管
理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创新，是食品安
全管理模式的升华，对规范生产经营行
为、保证食品质量具有极强的时代性、
适用性。

我市一行人先后观摩了新郑市哈
芙鲜生、金港澳门国际酒店、拙卓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等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
务等环节的优秀企业。统一的“6S”管
理标准、整洁规范的加工经营环境，让
我市一行人对新郑市食品生产经营规
范的监管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观 摩 学 习 结 束 后 ，田 德 海 表 示 ，
“6S”标准化管理对提高食品生产经营
规范化管理水平，对于培养从业者的职
业素质、提高产品品质、营造清洁有序
的生产加工和经营环境、保障食品安全
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学习
要走得出去，经验要引得回来，要充分
吸收本次观摩学习的内容，借鉴成功经
验，在拿来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要拿
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将“6S”标准化管理
模式在我市快速铺开，并以此为契机在
抓机制、抓长效上下功夫，使我市的食
品生产经营监管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
走向精准、走向智慧，在开拓创新中抓
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

观摩学习新郑市
食品生产经营“6S”标准化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张冬春）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为做好中秋
节、国庆节、花博会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进一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9 月 5 日，鄢陵县召开食品安全
委员会全体会议。

会上，鄢陵县政府食安办主任、市
场监管局局长赵红亮总结了今年以来
该县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对下
一阶段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鄢陵县副县长谷柏青宣读了《鄢陵县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县政府食品安全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等。

鄢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食安
委主任韩宏涛在会议上表示，要肯定成
绩，坚定信心，认清形势，增强做好食品
安全的紧迫感，各单位要通力协作，齐
抓共管，探索创新，深化专项治理，形成
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坚决防止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中秋节、
国庆节、花博会即将来临，又是秋季学
校专项整治的重要时期，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牢固树立“食品
安全无小事”理念，突出工作重点，采取
有力措施，切实推进“农田到餐桌”食品
安 全 治 理 ，防 范 遏 制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发
生。要落实责任，协调配合，切实加强对
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部门要认
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一把手”要全面
支 持 食 品 安 全 工 作 开 展 ，既 要 各 负 其
责，又要互相配合，抓好任务落实，切实
保障全县人民的饮食安全；食安办要充
分发挥牵头、协调督导作用。

鄢陵县召开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胡新
锋）为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近
日，建安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省、市市场
监管局关于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总体要
求和 2019 年建安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计划，委托第三方抽检机构积极开展食
品安全抽检工作。

据悉，根据 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计划，建安区安排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000 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专项抽检
912 批次，以城市、农村、城乡接合部等
为重点区域，覆盖生产、流通、餐饮、网
络销售等不同领域，涵盖 32 个食品大
类；重点加强对保健食品、校园及周边
食品、中秋月饼等食品的抽检，增加对

高风险食品、低合格率食品的抽检频
次，加大对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残留、生
物毒素污染等指标检测力度。

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的食
品安全抽检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抽
检重点品种，严格规范抽检程序，切实
增强抽检的可操作性；同时，严格按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谁组织，谁公
布”的原则，由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
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

截 至 目 前 ，该 局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260 余人次，检查“三小”行业、中大型商
超等 80 余家次，抽检涵盖农产品、豆制
品、酒类、保健食品、中秋月饼等多种产
品 1000 余批次。

建安区市场监管局

积极推进食品安全抽检工作

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
开展2019年秋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大培训大观摩活动

9 月 7 日、8 日，原市食药监局魏都
分局与许昌市教体局、魏都区教体局
等联合开展了 2019 年秋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大培训大观摩活动，并进行
了书面考试，与会人员还前往许昌高
中北校区食堂进行了现场观摩。魏都
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及辖区市直中小
学 校 、幼 儿 园 等 学 校 食 堂 相 关 人 员
400余人参加了培训。 （韩丹丹）
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开展秋季
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新学期伊始，为切实保障广大师
生的饮食安全，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
局集中力量开展了秋季学校及周边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据悉，此次行
动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插现场
的方法开展检查。截至目前，该局已
检查学校食堂 20 家，检查校园周边有
关食品单位 80 余家，责令整改 6 家。

（韩丹丹）
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
开展中秋月饼、糕点专项监督抽检

中秋节到来之际，为确保月饼食
品质量安全，日前，原市食药监局魏都
分局对月饼、糕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
专项监督抽检。目前，该局已抽检月
饼、糕点类食品 25批次。（吴小康）
西关食药监所对企事业单位、
学校食堂负责人进行食品安全培训

为进一步增强企事业单位、学校
食堂负责人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9
月 4 日上午，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
西关食药监所对辖区 60 余名企事业
单位、学校食堂负责人进行了食品安
全培训。 （黄高峰）
建安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2019年不良反应监测培训

为及时有效控制药品、化妆品、医
疗器械等使用风险，近日，建安区市场
监管局开展了 2019 年不良反应监测
培训。该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经
营单位等不良反应监测人员共 6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胡新锋）
鄢陵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秋季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大排查行动

新学期伊始，鄢陵县市场监管局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秋季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大排查行动，督促学校食堂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师生“舌尖
上的安全”。 （程龙）
禹州市召开秋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9 月 6 日，禹州市市场监管局、禹
州市教体局联合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
秋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会议。该市中小学及幼儿园主要负责
人 350余人参加了会议。 （陈洁）
汾陈食药监所
全力打造食安校园

9 月 8 日，襄城县市场监管局汾陈
食药监所联合汾陈镇教管办召开了全
镇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培训会，解
读了餐饮服务操作规范和食品安全制
度，打造食安校园。该镇中小学及幼
儿 园 等 领 导 人 员 90 余 人 参 加 了 会
议。 （张建峰）
禹州市引入第三方机构
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进行评估

自 9 月 9 日起，禹州市市场监管局
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 SGS 公司（通标
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辖区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进行评估。该局将针对
评估报告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责令学校
进行整改，并开展专项培训，不断提高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师
生饮食安全。 （陈洁）
禹州市积极开展秋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近日，禹州市各乡（镇、街道办事
处）积极组织综治、公安、市场监管、教
育等部门，开展秋季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求
学校限时整改，并对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政策进行宣传。 （陈洁）

板蓝根是很多家庭常备的中成药
物，有些人甚至把板蓝根当茶饮用，认
为能预防上火和感冒。但是医生提醒
大家，板蓝根如果长期过量服用，对身
体会造成损害。

作为一种清热解毒药，板蓝根适用
于风热感冒、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治
疗，而风寒感冒、体虚感冒等不宜服用。

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预防感冒，每
天让孩子服用 3 包板蓝根，结果一个星
期后孩子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症状。可
见，板蓝根虽毒副作用较小，但如果长
期服用或滥服也会产生不良反应。这

主要是由于板蓝根性寒、味苦，长期或
过量服用会伤及脾胃，容易出现一系列
消化道反应，如胃痛、恶心、呕吐、腹泻
等症状。小孩子脾胃功能尚未健全，滥
服板蓝根颗粒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同时，如果长时间大剂量服用板蓝根，
还会引起蓄积中毒，出现消化系统和造
血系统损害等。

因此，医生提醒，服用板蓝根防病
要适量，不要多服久服，服用时间最好
别超过 3 天。另外，体质偏虚寒者，以
及脾胃不和、容易腹泻、身体怕冷的人，
更不宜多喝板蓝根。 （杜丽鹏 整理）

板蓝根颗粒不能当茶饮
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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