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出台文件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农药残留、中央厨房卫生等热点话题均被提及，6月15日实施

本报6月12日讯(通讯员 李
永臣 记者 侯文强) 烟台市
政府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下简称

《意见》)，将农药残留、中央厨房
卫生等热点问题划分了监管部
门，并决定按照权责一致的原
则，落实责任追究制。该政策将
于6月15日正式实施。

《意见》详细规定了农业、
林业、畜牧、商务、海洋与渔业、
质监、卫生等十多个部门的监

管职责，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和社会监督责任。

对于社会关注的农药残留
问题，《意见》作出了规定：种植
环节使用禁(限)用农药和有毒
有害化学物质的行为，将由农
业部门负责监管。农业部门还
要负责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风险评估和信息发布，依
法查处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中
的违法行为等。另外根据规定，
中央厨房和甜品站及属于同类

情况的食品，由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负责监管。

如果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该
怎么办？烟台市决定按照责权
一致的原则，全面落实食品安
全工作的监管责任制。《意见》
规定，政府正计划将食品安全
工作列入全市目标管理考核，
制定和完善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
序、情形和处理办法，加大责任
追究力度，对不认真履行监管

职责、工作推诿扯皮、失职渎
职、酿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
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套袋苹果”问题成为市民
关注的热点，烟台市政府在12

日下午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
这种情况在《意见》中也有规
定：各级政府要修订完善各级
和各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应急处
置预案，严格落实应急处置、事
故调查、信息发布等制度规程，

对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及时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最大限
度减少危害和影响。

为了保障市民安全，烟台市
还计划建立八大体系建设，包括
监管、诚信、追溯、检测、风险监
测、社会监督、食品安全标准化
体系。该《意见》在6月9日由烟台
市人民政府印发，将在6月15日正
式实施。

格药袋是否节约成本？

套药袋减少喷药次数？
这说法不靠谱
统筹 苗华茂 本报记者 赵伟 孙芳芳

关于果农套药袋还有一
种说法，那就是能省去打药的
次数。对于这种说法，不少果
农都说不靠谱。

“该打多少遍，还是得打
多少遍，就算是套了药袋，一
遍也不能少打。”蛇窝泊镇果
农李秀兰告诉记者，套药袋是
为了减少打药遍数的说法根
本不靠谱。

“光听说套了药袋以后杀
菌效果能好一些，药是一遍也
不少打。”蛇窝泊镇一位刘姓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他家也用
过一些药袋，但是用了一年后
发现效果并没有宣传得那么
好，第二年就没再用了。

“药袋以前听说过，现在
很少有用的了。”在亭口镇中
村的一处果园里，三位果农正
在套袋，听说记者调查苹果药
袋的事，他们直摇头。“药袋的
效果不见得就好，而且价格还
贵，前两年还零星听说有用
的，现在谁还用那种啊。”张姓
村民告诉记者，使用药袋的果

农大多数是图一个好表光。
“以前听卖果袋的说药袋套出
来的苹果表光好，结果去年有
的人套的出现了不少红点。”

套了药袋却没有达到想
要的效果，价格还比普通果
袋贵。看到这种情形，不少曾
经购买药袋的果农纷纷去退
货。“套袋之前村里的大喇叭
都广播过，不准卖药袋，买过
得去退，卖果袋的商户也不
敢不退。”张姓村民告诉记
者。

蛇窝泊镇果农李秀兰告
诉记者，苹果从刚刚生长到成
熟得喷六七遍药。套袋之前集
中喷四五遍，主要是杀菌、杀
虫、叶面追肥之类的农药；套
完袋以后立即喷洒两遍波尔
多液，起到保护叶面的作用；
之后一直到苹果摘袋不再喷
洒农药。

“药你命”，成为很多老百
姓的担忧。现在农产品的农药
残留真如人们担忧的那么严
重吗？农药残留是否真的会对
人体造成巨大危害？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农药残留不等于农药
超标。各国在制定农药残留限
量标准时，增加了至少100倍
的安全系数，因此，残留量低
于标准是安全的，可以放心
食用，而超标农产品则存在
安全风险，不应食用。

根据农业部的说法，我
国已先后禁止淘汰了33种高
毒农药。目前我国高毒农药
的比例已由原来的30%减少
到了不足2%，7 2%以上的农
药是低毒产品，可以肯定的
是，现在的农药比以前的更
加安全。

同时，从监测看，我国农

药残留超标率已逐年下降，
从10年前的超过50%降到目
前的 1 0%以下；残留检出值
也明显降低。此外，农产品农
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总体较
高，如稻米和水果高达 9 8%

以上，蔬菜和茶叶也达 9 5%

以上。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刘成

连也称，在没有其它更为先
进的技术手段之前，套袋目
前还是一种减少病虫害和农
药残留的先进技术，并不能
因为“药袋”就将它全部否
定，老百姓也不必谈“药”色
变。

@网友舌尖上的旅途：关
注食品安全的同时也要做好
调查，当年西瓜膨胀、桔子有
虫，我们简单转发，就是农民
痛苦的开始。偏听则喑，兼听
则明。即使这次苹果事件证明
真的有可能，但依然相信不是
所有山东苹果都是这样。

@AD-建全：果农们都不
容易，烟台人多少年树立的品
牌，不能就这样被毁了。

@躁动社马利：烟台苹果
大部分都是远销海外的，出口
时的检查标准是很严格的，那
种检查都能过去，难不成烟台
果农还要再专门生产一批毒
苹果来害自己人？

@兔大爷SAGA：其实烟台
苹果经营比较粗放，作为烟台
区域占比最大的经济作物，缺
少品牌(只有泛品牌)和区域资
源整合以及附加值提升，出事
之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迅速
反应措施，最终受伤的是个体
生产的农民。

@夕月晨枫：多数人根本
没来过山东，更别说来山东的
万亩果园亲自验证。请核实后
及时删除谣言帖，果农辛苦一
年很不容易，不要再用言语伤
害他们，谣言止于智者。

@人令音召：作为一个土
生土长的烟台人，我所知道的
是，1：烟台农民种苹果一部分
自己吃，一部分卖，毒自己么？
2：烟台苹果里最出名的红富士
每年几万吨的出口量，可能检
测不出大规模的毒药袋污染
吗？不排除小部分人用毒药
袋，但报道以偏概全已经夸张
扭曲了事实。

@小小都察：现在既不要
指责媒体不公，也不要谴责果
农用药泡袋，因为我们可能都
不是目击者。我是山东人，我
目前持观望态度，因为我真的
不知情。

套了药袋也不能减少喷药次数

苹果成熟得喷六七遍药

以偏概全
害了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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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袋除了能使表光更好看
外，还有人声称果农套药袋是为
了减少喷药的次数。连续两天的
走访中，不少果农向记者反映，即
便套了药袋也不能减少喷药的次
数。同时，专家称，农药残留不等
于农药超标，市民不必谈“药”色
变。

格网上热议

臧家庄镇一处果园内，果农正在套
袋。本报记者 孙芳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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