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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焦亚硫酸钠
为枸杞“提色增艳”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的枸杞，因颗粒饱
满、色泽鲜红、含糖量高等优势
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有知情
人表示，这里有些厂家、商户在
生产枸杞的过程中，使用焦亚硫
酸钠进行“提色增艳”。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
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里明确规
定，生产、加工枸杞及其产品过
程中，禁止使用焦亚硫酸钠及其
替代品。

记者发现，当地市场上的商
户为了把品相不好的枸杞也卖
出去，动起了用焦亚硫酸钠增色
的歪心思。在一些特殊的商铺
中，记者找到了“亚钠枸杞”。商
户们对于不能随意添加焦亚硫
酸钠的规定心知肚明，但为了卖
个好价钱，又都不约而同地使用
这种化学制剂。

记者在农场水渠边偶遇商
户正在使用焦亚硫酸钠，据商户
介绍，头茬和二茬枸杞不会用太
多焦亚硫酸钠，加多了“显得
假”；而三茬枸杞成熟时天气转
凉，需要用大量焦亚硫酸钠才能
保证它的外观艳丽。

有商户坦言，他们都知道焦
亚硫酸钠不让加，格尔木市每年
都查，但后来发现不加会亏钱，干
脆也开始放焦亚硫酸钠了。

下午搭棚、晚上熏制
熏硫黄成了“杀手锏”

在甘肃省靖远县，记者在被
称为“枸杞小镇”的五合镇市场
上听到了另一样东西——— 硫黄。

靖远县的商户们表示，新鲜
的枸杞摘下来后，也要用“亚钠碱
水”洗过一遍，这样晒出来的果子
才会鲜亮好看，但要是下雨，就只
能用“杀手锏”——— 熏硫黄。

除了下雨之外，温度低、阳
光不好也会影响枸杞的品质，解
决的办法还是熏硫黄。有些商户
为节省成本，还会用工业硫黄。

硫黄有毒，且含有大量砷，
人一旦食用，很容易造成肾功能
不全及衰竭、多发性神经炎、肝
功能损害。工业硫黄不能用作食
品加工，而商户们也深知被硫黄
熏过的枸杞对人体有害。

记者在一户村民的门口空
地上，发现了收购枸杞的商户搭
建起的塑料棚子。深夜，记者靠
近塑料棚，掀开帘子，发现棚内
地面已经被完全染成了黄色。

帘子仅仅挑开一个口，记者
就因吸进刺激性气体而呼吸困
难、泪流不止，开帘通风后才进
入棚子。记者在这里发现了被熏
制后的枸杞。天亮后，这个棚子
就被拆掉了。

一天后的凌晨，记者又在马
路对面发现了一个浓烟滚滚、散
发着刺鼻气味的熏制棚。

记者下午再去查看时，发现棚
子的塑料布已经被拆掉了，几十板
枸杞正在散发水分和气味，等待进
入旁边的大棚进行晾晒。

夜幕下多处可见的熏制棚，
已经成了白茨林村的一景，熏制
收购上来的枸杞，似乎也成了枸
杞丰收季各路商户的一种习惯。

除了白茨林村，记者在甘肃
省靖远县东升镇的东兴村也发
现了熏制棚。只要稍微靠近路边
的枸杞晾晒大棚，就会被刺鼻的
气味呛到，难受不已。

在甘肃省靖远县的靖安乡，

有商户直接把熏制棚搭建在了
农户的院子里，甚至毫不掩饰他
卖的就是硫黄枸杞。

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的行
为，每天晚上都在靖远县的几个
乡镇上演，白天采摘、下午搭棚、
晚上熏制、第二天晾晒……

青海海西州有
高于国标的地方标准

这些用工业硫黄熏制的枸
杞，卖到了哪里？

商户们表示，这些硫黄枸杞有
的进了火锅店、小药铺，有的进了
茶包，还有的被制成了枸杞酒。

记者将在靖远县购买到的
枸杞样本送去检测，结果显示，
送检的11个样本，全部不合格。

6月21日发布的《中国现代枸
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
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枸杞种
植面积183万亩，其中，甘肃75 . 4
万亩、青海47 . 6万亩、宁夏32 . 5
万亩、新疆25万亩、内蒙古1 . 2万
亩、河北0 . 8万亩，其他省区0 . 5
万亩。

此次央视财经曝光的枸杞加
工黑幕的发生地，来自全国两大枸
杞主产地甘肃和青海。

讽刺的是，2019年11月，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出台
施行了高于国标的地方标准，为
的是打造更好的青海品牌；海西
州还建成全国最大有机枸杞种
植生产基地。甘肃多年来多次出

台培育地方枸杞种植加工产业
的文件法规，目的也是增加当地
农民收入，巩固夯实地方农业的
特色产业。

斩断不良商户的“黑手”
别让枸杞丢掉“美名”

9月1日晚，“硫超标”枸杞被
曝光后，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9月2日，甘肃省靖远县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媒
体反映该县枸杞生产加工存在
违规违法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
靖远县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
枸杞种植加工环节的相关问题，
对于违规违法责任人将依法严
惩。同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
枸杞生产加工销售问题专项排
查，调查处置结果将及时向全社
会公布。

同日，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通报称，
格尔木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
班，连夜对涉及的生产、加工、销
售等环节进行核查，对于违法责
任人将依法严惩。后续调查处理
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记者呼吁，希望主管部门、
地方政府及时出手，管住这些伸
向枸杞产地的“黑手”，切实保护
好消费者的权益和农户的利益，
不要让个别的无良商户砸了农
民增收的锅，伤了消费者的心，
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综合央视新闻、中国绿色时报

养生变杀生？起底“硫超标”枸杞
涉及全国两大主产地，当地通报称将严惩违规违法责任人

枸杞有4000余年文字记
载史、3000余年的药用史，是

“药食同源”的代表性食品，广
泛用于餐饮、保健品等领域。

“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
少人的“养生小习惯”。然而，
在不法分子的炮制下，一些看
起来饱满、红亮的枸杞，却是

“含硫”超标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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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商户正在违规使用焦亚硫酸钠为枸杞增色。 记者在靖远县购买的11个枸杞样品全部不合格。 本版图片均为央视财经截图

熏制后的枸杞颜色格外鲜亮。

9月2日上
午，甘肃省靖远
县食品安全委员
会针对相关报道
发通报称，靖远
县已成立联合调
查组，彻查枸杞
种植加工环节的
相关问题，对于

违规违法责任人将依法严惩。
面对这次舆情，当地的反应够快。

央视9月1日晚曝光了当地枸杞生产加
工中的违规违法问题，当地次日上午
就发通报，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
相关问题。这么做是明智的，既显示了

对舆论和权威媒体的敬畏，又能极大
地压缩舆情发酵时间，减少相关报道
对当地的“负面影响”。

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这种“操
作”太恶劣了。将工业硫黄用作食品加
工，这是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硫黄有
毒，且含有大量的砷，人一旦食用，很
容易造成肾功能不全及衰竭、多发性
神经炎、肝功能损害。从这个角度看，
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简直就是给枸杞
消费者投毒。这不是一般的不道德，而
是已涉嫌违法犯罪。

按照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像
不良商户这样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
要面对产品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等惩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生产、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良
商户生产、销售“硫黄枸杞”，属于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
源性疾病的情形之一。

对当地监管部门而言，这些应该
都是常识。了解这些常识，就该懂得问
题的严重性，坚决对用工业硫黄熏制
枸杞的行为说不。

遗憾的是，当地监管部门并没能
做到这一点。相关报道显示，用工业硫
黄熏制枸杞在当地早就不是啥新鲜
事，也不是啥不光彩的事。在炮制“硫
黄枸杞”时，商户们似乎毫无忌惮，堂
而皇之地搭棚，若无其事地熏制，按部
就班，从容不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想而知。如果当地对枸杞行业有着
真实而严格的常态化监管，不良商户
们还能这么“淡定”吗？

等到被央视“盯”上了，才做“幡然
醒悟”状，颇显诚恳和坚决地发通报表
示要“彻查”要“严惩”。难道，在这之
前，当地监管部门真的不知道有商户
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这种事吗？

□评论员 王学钧

工业硫黄熏枸杞，刺鼻气味为啥没刺激到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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