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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济南市电视问政节目
中提到，在上半年全省食品安
全检测中，济南市韭菜农药残
留最为严重，7个批次全部不合
格。但对这7个不合格的批次，
济南市农业局局长李季孝当场
表示并不知情，他说食药监部
门在流通环节抽检，而农业局
负责生产环节的抽检，流通环
节抽检的韭菜产地可能是济南
的，也可能是外市的。

李季孝道出了农产品从产
地进入市场后的产地追溯问
题。那么，食药监部门检测的韭
菜能不能找到产地？省城市民
餐桌上的韭菜到底来自哪里？

11日，记者来到省城七里
堡批发市场，市场交易大厅里
几乎每个大货车旁都放着一个
肉菜追溯秤。该批发市场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是济南市商务
局推广肉菜追溯所用的能联网
的秤，批发时，通过这个秤称
重，能联网记录销售数据，上报
到商务局的系统，同时，还能实

现肉菜追溯。
“大车进入批发市场先过

磅，然后会手动登记产地，留一
个样品，之后再进入市场通过可
以追溯的秤往外批发。”七里堡
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说，登记的
产地，一是录入济南市商务局的
肉菜追溯系统，二是给食药监部
门要求的抽样进行产地登记。

该相关负责人说，这样的
产地登记此前一般只登记到市
一级，现在则要求尽量细化，最
细能到村或生产队。不过，都是
通过进入市场的大批发商手动
填写，然后由市场的工作人员
录入电脑系统中。

上述负责人介绍，进入批
发市场之前，农产品从哪儿来，
只有进入市场的批发商知道。
一位摊主说，每天凌晨的批发
非常忙，根本来不及一笔笔记
清楚卖给了谁。但一般大货车
来的菜，老板都能说清楚从哪
里来的。“老方法就是问到了
人，就知道菜从哪里来的了。”

9日的电视问政短片中，食
药监部门抽检的 7个批次的韭
菜全部不合格。对此，农业局局
长 李 季 孝 表 示 ，数 据 来 源 是
2015年上半年山东省食药监对
流通环节进行的一次风险评估
检测结果。这次检测中，从济南
市市场上选取了 5 8 1个食品样
本进行了检测，包括蔬菜肉类
等食品，其中韭菜的样本量大
概在 2 0到 3 0个之间，具体数量
目前还并不十分清楚，其中7个
韭菜的样本出现了农药超标的
问题。

“7个批次的韭菜全部不合格
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准确，只是这
次抽检过程中7个韭菜样本出现
了农药超标的问题。”李季孝说。
但是这7个样品农药超标的情况，
具体从哪个市场进行的抽样，农
药超标韭菜的具体产地等，这些
具体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

李季孝还提到，毒韭菜的说
法也并不是十分科学，毒韭菜主
要是在韭菜种植过程中大量施
用农药等有毒物质，不按安全施
药间隔期施用，造成农药残留超
标严重。消费者食用后出现腹
泻、呕吐等急性中毒症状。目前
这7个农药超标的韭菜样本，具体
超出多少并不十分明确，究竟是
不是毒韭菜还不能确定。

李季孝称，在市场流通环
节，食药部门抽检出不合格产品
后需反馈给农业部门，农业部门
将对出现问题的蔬菜进行封存，
并且要倒追农药出处，追究出售
农药、生产农药厂家的责任。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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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超标韭菜

产地还没弄清楚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
一，重庆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
设也很滞后。“整个追溯系统建设
其实已经完成。”市商委相关负责
人说，但除部分超市之外，绝大多
数设备都成了摆设，根本没有运
行起来。

如何才能激发各个环节的参
与积极性？通过试点发现，消费者
的积极参与将形成倒逼效果，成
为整个追溯体系有效运行的动力
所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较为
敏感，让消费者主动选择可追溯
的肉菜产品，便可倒逼整个追溯
体系的有效运行。”市商委相关负
责人说。

目前，市内部分试点市场已
经开始尝试这种倒逼机制。北碚
鱼塘湾菜市场，正在尝试给可追
溯摊位颁发“放心肉”“放心菜”标
牌，吸引更多消费者，也让更多摊
位效仿，主动参与到“可追溯”系
统中来。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梁云建
议，尽快制定出台市场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设置市场门槛,强制
要求“肉菜不可追溯便不能入
场”，从法律层面来推进肉菜追溯
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对此，市商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赞同。他认为，通过立法，上游
生产、加工企业都必须主动融入
追溯体系之中，最终形成一个可
追溯的闭环链条。据了解，目前，
欧盟、美国等都通过立法来确保
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实施，而我
国的青岛、石家庄等地也已将肉
菜追溯体系纳入地方立法计划之
中。 据重庆日报

通过立法

为肉菜追溯护航

农产品从哪儿来

只有批发商知道

想想知知菜菜从从哪哪来来，，还还得得靠靠老老法法子子
肉菜追溯体系有断层，仨部门监管信息难衔接

9日，在济南市电视问政节目中，主持人介绍，山东省食药监局抽检了济南市菜市场上的韭菜，有7个韭菜样品不合格，这让
省城市民对自己的盘中餐很是揪心。而且，农产品在产地归农业部门监管，进入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后由商务部门和食食药部门
监管，分部门管理反而让监管链条断裂。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张玉岩 实习生 刘瑞雪

11日中午，记者来到大润发
洪楼店，转了很久之后，发现有
三台食品安全查询机坐落在收
银台附近的角落里。从下午1点
半至2点半期间，没有一位顾客
使用。查询机的显示屏上放着动
态的广告，机座上分别张贴了海
报。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这是
专门用来播放广告的机器呢。

记者发现，食品安全查询
机只能查询带有国际条形码的
商品的情况。超市自主包装的
肉类和蔬菜上的条码，则无法
识别。

在华联超市舜耕路店，同
样也有食品安全查询机，记者
拿一袋在超市买的散装秋葵，
扫来扫去，查询机没反应。

而在超市肉类专柜旁边，
记者见到了一台蔬菜追溯体系
查询终端，记者首先拿了一个
包装好的精品金针菇扫描条形
码，之后商品名称、追溯码、经

营者、进场时间都在屏幕上显
示出来。

随后记者又称了一袋散装
秋葵，与精品蔬菜相比，这一次
屏幕上显示的经营者由具体的
品牌变成了华联超市舜耕店，
而这包蔬菜产自哪里在屏幕上
没有显示。

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千佛
山东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几
乎每家都用上了可以打小票的
电子秤。“我们这个是能够进行
肉菜追溯的秤，要是菜有问题，
你拿着小条就能找到我。”摊主
张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这张小票上，
除了有重量、价格等信息，还有
市场、摊位、卖主的信息，但没有
关于蔬菜产地的信息。摊主张女
士说：“我们这个菜都是从寿光
那边来的，我们自己也掌握不了
是从哪个地里出来的，所以追溯
也就是追到我这儿了。”

扫来扫去

查询机愣是没反应

记者从济南市商务局了解
到，济南是国家肉菜追溯系统
的第2批试点城市，目前批发市
场已经有700多个联网秤，零售
市场则有800多个。

“主要是实现从批发市场
开始到超市、菜市场的流通环
节，实现肉菜的可追溯。”济南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市民
卖菜时，只能知道自己在菜市
场的哪个摊主买的菜，但商务
局的后台系统里，能查到从哪
个批发市场的哪个商户那里批
发来的。不过，具体到蔬菜，商
务部门只负责管理流通环节的
销售情况和追溯，商务系统的
链条只追溯到市场的源头批发
市场，对蔬菜的产地，需要有农
业部门的监管，目前只能靠联
系批发商本人得知。

而对蔬菜这样的农产品的
食品安全，则由农业部门和食药
监部门来分别负责产地和流通
环节。今年，济南市食药监局已

经在各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
了食药监办公室，负责对农贸批
发市场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在农产品产地的食品安全
上，济南市农业局局长李季孝
表示，规模较大的园区会比较
重视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较难
的往往是种植散户。

菜市场菜贩多，菜品交易笔
数多，不少摊贩没有时间把每笔
账目都记清楚。已有的商务系统
的肉菜追溯系统并没有直接与
食药监管实现对接。虽然食药部
门工作人员表示，肉菜追溯系统
能给食药监局提供便利，但是目
前还没有相关实例。

棋盘街菜市场市场管理处
的负责人说，未来肉菜追溯体系
可能会更加完善，购物小票上将
有追溯码，市场内设立肉菜追溯
查询机，通过购物小票上的追溯
码直接查询所购肉菜的产地、经
销商、质量检测情况等信息。但
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些功能。

追溯主要是从批发市场

到超市、菜市场

批发市场

大型超市

部门回应

超市内的肉菜追溯体系查询终端。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七里堡批发市场内可实现肉菜追溯的电子秤。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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