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聊城城生生菜菜检检出出农农药药残残留留超超标标
不合格产品已被责令采取下架、召回

本报聊城9月7日讯 (记者
焦守广 ) 记者从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悉，近日
省食药监局连续公布两期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共
涉及食品流通环节对肉及肉
制品、食用油植物油、蔬菜及
其制品等19大类共2千余批次
的食品及食用农产品，其中产
自聊城的生菜和高唐一企业
生产的膨化食品抽检不合格。

今年5月-7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和山东省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计划安排，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期在食
品流通环节对肉及肉制品、
食用油植物油、蔬菜及其制
品、水产品及其制品、豆类及
其制品、粮食及粮食制品、薯
类及膨化食品、饮料、特殊膳
食食品、水果及其制品、蜂产
品、调味品、焙烤食品、茶叶
及其相关制品和咖啡、酒类、
炒货及坚果制品、冷冻饮品、
糖果制品、蛋及蛋制品等食品
及食用农产品进行了监督抽
检，其中不合格产品两次抽检
共55批次。

在不合格产品中，有两项

涉及聊城，所涉及的生产企业
(供货商)、产品和不合格指标
为：来源于山东聊城的散装生
菜中氧化乐果超标，检测值为
0 . 5 8 m g / k g ，标 准 值 为 ≤
0 . 02mg/kg；标称高唐县赵户
全庄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愤
怒的小鸟(膨化食品)中铝的残
留量超标，检测值为31 . 6mg/
kg，标准值为不得检出。

据了解，氧化乐果又名氧
乐果，高毒杀虫剂，是剧毒、高
残留、高污染农药，对人体危
害非常大，一旦摄入，很可能
致癌、致畸、致突变，引起急性

中毒，甚至使人死亡。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

合格产品，抽样场所所在地市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
规定，已采取责令企业及时采
取下架、召回等相关措施。标
称省外生产的不合格产品信
息已通报相关省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食药部门特别提示消费
者，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
公告所涉不合格产品时，请拨
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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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7日讯 (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李振江
童恩梁) 近日，冠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冠县食品药品安全
联合执法大队、冠县盐务局、
贾镇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线索，
联合行动，在贾镇某村一举端
掉一家特大私盐批发销售黑
窝点，当场查获14 . 5吨冒充食
用盐销售的工业用盐。

接到群众举报后，执法人
员连夜赶赴现场进行查实，经
查勘证实了位于村北不远的一
处独院内藏匿大量私盐。经核
实，三间堂屋内存放着大批产
于湖北省应城市、执行标准为
GB/T5462的“白玉兰”牌工业
用盐，屋内台面上摆放着写在
硬纸片上的销售台账，从销售
台账可以看出最近的进货日期
和销售量。查获现场地面上还
发现很多已经撕毁的旧台账，
可见该私盐销售点由来已久。

随后，执法人员找到了这

批私盐的主人许某。开始，许
某还心存侥幸、百般抵赖，在
大量证据面前才不得不承认
其销售私盐的违法事实。据执
法人员调查，该私盐销售点已
有多年销售私盐、假盐历史，
当事人许某从外省低价购进
工业盐，冒充食盐高价销售到
附近乡镇村庄的副食部和批
发点，从7月26日起(农历六月
十一日)至案发前，仅仅26天
的时间就销售10 . 35吨。据统
计，许某这26天销售的假冒食
盐量，就可以供5000人吃上将
近一年时间。

执法人员发现，犯罪嫌疑
人许某大量批发销售工业用
盐，而他自己家中厨房里使用
的却是国家正规厂家生产的
合格食用盐，可见他是明知故
犯、顶风作案。目前，执法人员
已将查处的14 . 5吨工业用盐
全部查封，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之中。

用用工工业业盐盐冒冒充充食食用用盐盐销销售售
冠冠县县查查获获1144 .. 55吨吨““黑黑心心盐盐””

执法人员查缴“黑心盐”。

工业用盐用途是工业生产，
食用后对人体危害很大，是绝对
不能当食用盐使用的，把工业用
盐当做食用盐销售和使用是违法
犯罪行为。工业盐重金属含量超
标，含有钡、铅、亚硝酸盐等有毒
有害物质，长期摄入可致婴儿智
力低下、生长缓慢、痴呆，成人食
用可影响生长发育，导致慢性或
急性中毒，致癌，严重的造成人员
死亡，还可能透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导致胎儿畸形。

工业用盐和食用盐的鉴别方
法：一、工业用盐执行标准为GB/
T5462，食用盐执行标准为GB/
T5461；二、工业用盐包装一般是每
编制袋50公斤，单斤价格便宜，食用
盐包装一般是小包装袋，每包400-
500克，包装袋标有防伪、产品标准
和喷码等标识；三、工业用盐质地
较粗糙，含亚硝酸盐等有毒杂质，
食用盐质地较细腻，可做鉴别。

执法人员也敬请广大消费者
注意区别食用盐的真伪优劣，避
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延伸阅读：

工业用盐有毒

不能食用

本报4月1日曾报道过一起因
农药残留导致中毒事件。3月3 1

日，青岛12名市民吃了“黑美人”
西瓜后，纷纷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等症状，被查出有机磷中毒，有一
名孕妇甚至因为毒素侵入到血液
中，胎儿不保。这批来自海南万宁
的问题西瓜全部下架。

随后，胶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在
对商贩刘某销售的西瓜查扣检测
后，发现残留“涕灭威”超标。胶州
市食药局综合科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涕灭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
类杀虫剂，是目前商业化农药中
毒性最高的品种，会造成磷中毒。

据了解，有机磷农药是我国
使用广泛、用量最大的杀虫剂，主
要包括敌敌畏、乐果、敌百虫等，
短时大量进入人体后会造成以神
经系统损害为主的一系列伤害，
甚至导致死亡。而我国早就规定，
种植西瓜严禁使用剧烈农药。但
由于经济利益驱使，少数瓜农仍
然使用农药灭虫。

本报记者 焦守广

相关新闻>>

西瓜农药残留超标

12人食用后中毒

据聊城农业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农药残留超标仍然有一
定的“发作规律”，可以供消费
者作为参考。“大棚菜好于大田
菜。”据介绍，这与蔬菜种植的
时间有关系。“大棚菜一般在
春、冬季节种植，这个时间本来
就是虫害较少的时期，用药相
对较少。四五月份到十一之前，
是大田菜集中上市的时间，而
这正是虫害多发的时间，相对
用药较多，因此更容易被检测
出农残超标。”

大规模种植的蔬菜好于散
户种植的蔬菜。“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对蔬菜生产企业、合作
社等大规模生产单位的监管力
度相对较强，对他们的要求更
严格。进入超市的菜也更多地
来源于这些地方。”农业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说。

有关蔬菜中的农药残留一
直是人们比较关心的话题。据
了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

日起正式施行。被称史上最严。

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对农药
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监管，加快
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应用，鼓
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
药，特别强调剧毒、高毒农药不
得用于瓜果、蔬菜、茶叶、中草
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物，并
对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
增加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拘留
处罚这样一个严厉的处罚手
段。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延伸阅读>>

农药残留超标

有一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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