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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报道口蹄疫病猪疑似流入金锣德州工厂

““DDZZ””金金锣锣产产品品咋咋还还在在商商河河卖卖
18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口蹄疫病猪疑似流入金锣德州工厂。随后，金锣官网

宣称已经对德州分厂停产并封存库存。据了解，金锣产品已在济南多家超市下架。然而，记
者走访商河的部分超市和市场发现，仍然可见金锣产品，众多经销商和市民对问题金锣产
品并不知情。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陈伟

6600万万亩亩小小麦麦喝喝上上““返返青青水水””
仍有20万亩小麦处于轻度旱情

市民反映>> 购买肉食品很少注意产地

在超市和商店中，德州生
产的金锣产品并没有下架。记
者在商中路的一家超市内看
到，半个小时内先后有5名顾客
从货架上拿走了金锣火腿肠。5
名顾客只是比较了一下价格，
并没有留心包装袋上的生产信
息，其中多人并不知德州生产
的疑似问题产品事件。

顾客刘女士说：“金锣品牌
出事了？最近没听说啊，回家赶
紧上网查查去！”刘女士表示，

她平时购买时基本不看生产厂
地等信息，只是会留意一下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金锣品牌的
火腿肠，一般情况下只是在包
装上印有生产地的字母简写，
很难被发现。刘女士无奈地说：

“印这么小，咋看呢？”
家住豪门又一城的李先生

说：“金锣事件我刚听说，前两
天刚买了肉还有点后怕呢，以
后打算换一家去买。”李先生提
到，他在购买时曾经咨询过卖

家，卖家表示冷鲜肉是在临沂
生产的，德州已经停产了。李先
生疑惑地说：“万一是几天前的
存货咋办？”

李先生认为，像金锣冷鲜
肉，卖家说是哪产的就是哪产
的，顾客根本不能区分生产厂
地。“即使是德州生产的，他说
是临沂生产的，我们也没办法
啊。既然出问题了，还是请有关
部门及时检查一下吧，那样吃
着才放心。”

记者调查>> 大部分超市仍卖金锣产品

23日上午，记者走访商中
路上的一家大型超市发现，德
州分厂生产的标有“DZ”字样
的“加钙金锣王”仍在货架上出
售。旁边的很多金锣火腿肠标
有的是“LY”字样，产地为临沂
市。在冷鲜肉区域，并没有明显
标志证明所售冷鲜肉为德州分
厂生产。

在 乡 镇 上 的 一 些 小 型
超市里，德州生产的金锣火

腿肠仍在销售。在采访过程
中，记者发现很多经销商并
不 清 楚“ 疑 似 问 题 产 品 ”的
事情。

一家超市的经营者刘女士
说：“我们进的货多是配货车送
来，根本不注意生产厂地在哪
儿，我也分不清楚是产自哪儿
的。”记者拿来一包标有“DZ”
德州产地的金锣火腿肠给刘女
士。刘女士说：“原来这就是德

州产的啊，我赶紧把火腿肠撤
下来，别卖了，以免吃出问题
来。”

在城区内的一家金锣肉食
店内，仍有不少顾客在购买金
锣冷鲜肉。肉店负责人说，最近
几天肉店里的肉食产品销量并
没有明显变化，他也没接到产
品下架通知，“之前卖的那些多
是产自临沂，所以对我影响不
大。”

标有“DZ”的金锣火腿肠仍未下架。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李云云） 随着气温的升高，
商河县83 . 9万亩小麦急需喝
上“返青水”。依靠去年河流和
水库存水以及地下水的补充，
商河县60万亩小麦已经完成
春灌。目前，仍有20万亩小麦
处于轻度旱情。

自去年秋天以来，商河县
的降水就明显比往年要少，已
经160多天没有明显的强降
水，很多地方出现轻度旱情。

25日上午，在郑路镇附
近，记者看到不少农民正在田
间施洒化肥。绿油油的麦田旁
盘绕着输水管道，有的麦田已
经出现了干裂现象。

据了解，以商中河为界，
商河的小麦灌区主要分为徒
骇河灌区和引黄灌区。其中，
徒骇河灌区主要包括白桥、龙
桑寺、郑路、孙集、沙河和韩庙
6个乡镇。依靠去年河流和水
库的存水，该灌区90%以上的
小麦已经完成春灌。

商河县水务局副局长许
安方说：“东部乡镇问题不大，
像贾庄镇西部、张坊乡西部，
春灌则比较困难。”据介绍，3
月14日黄河水才正式调入商
河县，邢家渡工程的上游济阳
县也正值春灌高峰期，流入商
河的实际水量很小，西部乡镇
仅仅依靠黄河水难以满足春
灌需求。

黄河水引入的十多天以
来，每秒最大流水量在2 . 74
立方米左右，10天左右的时
间，流入商河的水量不足200
万立方米。随着徒骇河沿岸的
麦田进入春灌期，徒骇河也将
面临没水可用的局面。

许安方说，徒骇河不仅经

过商河，还经过德州辖地，再
加上德州地域正值春灌高峰，
协调起来比较麻烦。引黄重点
工程邢家渡，流入商河共经过
46个分支口，其中只有一个分
支口在商河。许安方无奈地
说：“我们正在协调水源，可是
大家都需要水，远水解不了近
渴啊！”

天上不下雨，地上无水
可用，只能将目光放在地下
水上。据了解，今年商河县
将新添 7 0 0口机井，每口机
井可补贴4000元，借用地下
水为部分小麦完成春灌。目
前，商河县的机井数量达到
1万口左右。

白桥镇是商河的主要蒜
区，大蒜的需水量是小麦的3
倍以上，进入清明节后，会陆
续进行4到6次的灌溉。白桥镇
豆家村的豆先生说：“前几天
我刚浇完第一遍水，蒜和小麦
不一样，浇第一遍后就不能停
水了。”

据许安方介绍，徒骇河沿
岸的蓄水站已经开始将水输
入蒜区的各条河流中，正处于
积极备水阶段。根据水量和大
蒜的分布，会在蒜区新增机
井，用地下水补充河流水带来
的亏空。

近三个月来，商河的总降
水量不足13毫米，降水程度不
及一场中雨的强度，比往年同
期少了三分之一，不少市民开
始担心接下来的饮用水问题。

对此，许安方解释说，城
区供水一体化后，商河的主要
引用水源为清源湖水库和丰
源湖水库，目前两个水库蓄水
量稳定，居民日常用水暂无影
响。

春旱易发病虫害

麦农应及时预防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金凤

秋、冬、春三个季节降水
量减少，今年的小麦在返青
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商河县农技站站长、高级农
技师刘玉文提醒广大农民，
春旱易发生纹枯病、“麦蜘
蛛”等病虫害，应及时预防。

25日上午，记者跟随刘
玉文来到郑路镇的田间，小
麦已经开始返青。刘玉文称，
今年小麦的播种质量较高，
苗情稳定，并没有因为干旱
出现死苗等现象，“今年旱情
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属于轻
度干旱，浇过越冬水的小麦，
晚浇几天不会影响产量。”对
于没有浇越冬水的小麦，应
及时浇保苗水，最好能在灌
溉时追施1 0到1 5公斤的氮
肥，以便提苗。

刘玉文在麦田里拔了一
些麦苗，发现根部出现黄枯
现象。刘玉文说：“除了及时
灌溉以外，春旱期更应该注
意小麦的病虫害，像这种就
是典型的纹枯病。”由于干旱
高温，预计今年小麦纹枯病
会进入高危期，可用井冈霉
素来调节。除了纹枯病，春旱
还会出现“麦蜘蛛”、根腐病，
农民可以根据苗情及时采取
治疗。

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邢敏

临近清明，商河县正值小麦春灌。
记者走访部分乡镇发现，不少农民直
呼“今年浇地真不容易”。

“去年的时候，水差不多都要没过
堤了，今年就剩这一点水。”孙集镇的
郭先生指着快要见底的蓄水沟告诉记
者，以往农业灌溉都是使用商东河的
水，河水补给到自己的土地前的蓄水
沟里，但是今年许久不下雨，沟里的水
明显减少，给灌溉带来了不少困难。

郭先生说：“现在挺担心的，地还
没浇完，要是没水就真麻烦了。”郭先
生所在的郭家因为离商东河比较近，

灌溉还比较方便。但是他周围的几个
村，由于地势较高，水流难以到达，春
灌成为村民们的烦心事。

在龙桑寺镇，村民李先生更是
倒了三遍水才成功浇了地。“我们浇
地可费劲了，铺了1000多米的送水
带，水终于流到地头上了。”李先生
无奈地说，今年浇地费的功夫真不
少，他和村民一起先从大沙河把水
抽上来，再注入田间蓄水沟，由于距
离自己的麦田较远，需要再从蓄水
沟中把水倒入自家田间的蓄水沟
内。“河里水量太少，每次只能用一
个抽水泵抽水，一天下来也就浇个
十亩地。”李先生说。

麦农直呼“浇地不容易”记者走访

部分小麦出现纹枯病现象。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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