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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根根打打响响““限限生生活活””保保卫卫战战

从从从一一一把把把韭韭韭菜菜菜的的的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开开开始始始
本报记者 周锦江

时至今日，当我们发
现自己的生活遭到各种各
样的侵害，各种限制变得
可爱起来。

因为，“没有限制就
没有自由”，这句“大
话”其实可以微观地理
解，这个“自由”可以狭
义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小
到……你嘴边的一口韭菜
饺子。

自上而下的限制开始
变成自下而上的自觉，生
活就有了本质的改变。

安全问题的演变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老张才
十来岁，每年深冬时分，家里割下一把
韭菜，包个水饺、烙个盒子，四邻院中
炊烟飘香，是再好不过的美味。

那时一斤韭菜很便宜，几毛钱就
能买一大把，但产量极低。为了方便管
理，种韭菜的地一般会被整成一小块
一小块，一块一个平方左右，一亩地可
以整出五六百块之多，割完这块再换
那块。根据韭菜的生长特性，通过浇水
量控制各块地的生长速度，确保每次
收割都是鲜嫩的，管得好可以吃整整
一年鲜韭。一小块地只能产五六两。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
1983年的时候，因为土地承包制，老张
家五口人共分得五亩多一点土地，在
开始大家都以种粮食为主的时候，老
张以及老张所在村子里，种韭菜的土
地分配比重已经能达到近50%。

刚开始的时候韭菜品种复杂，种
子良莠不齐，于是村民们从1987年开
始持续了近十年的选种育种。将长不
高的韭菜拔掉，将长得好的韭菜留下
来专门育种。当地的韭菜从原来的二
三十公分高，成长到现在的最高可长
到一米。村民的所遵循的法则很简单，
那就是优胜劣汰。

随着村民韭菜种植面积的增长，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家
家户户种韭菜，而韭蛆也在这个时候
开始大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村民们
慌了，这是怎么了？当时市面上并没有
极具针对性的农药，剧毒性的药品却
很容易买到，一时间出现了病急乱投
医的混乱情况。

来自“上面”的压力

当时引起了当地管理部门和政府
的关注，好多户被罚款，把快长成的菜
全部推掉，闹得人心惶惶。

“到现在也离不开药，没药不行。”
老张说，以前用过“洛斯本(音)”，上几
年还在用，现在全部停用了，这个药超
标。现在用“新柳林”，检测后有残留但
不超标。抗菌药经常要用，但对人体是
无害的。

因为化肥、农药的使用，每三五年
就需要把根起出深翻暴晒。即便如此，
近些年土地也不如以前了，不用药不
行。大环境如此，老张无力改变，唯有
追忆和艳羡。

在潍坊市政协全会上，九三学社
潍坊市委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市农业
产业化标准化的建议》，市政协委员刘
锡生提出了《关于加强农业标准化生
产，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的建议》的提案。潍坊市政协对这两件
提案十分重视，立案后交付市农业局

办理。
潍坊市农业局接到提案后，专门

召开领导班子会议，认为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必须做到监
管无空档、无缝隙，将农产品的“安全
关口”前移至田间地头。

据悉，截止到目前，潍坊市农业系
统已基本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站全覆盖，初步形成了市、县、乡、企业
四级监测网络。该市农业部门承担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质量安
全控制技术的推广、生产环节质量安
全的日常巡查、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措施的督促落实等工作。他们还
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的工作人员
到菜地现场办公，对蔬菜农药残留量
进行检测，防止“农残”超标的蔬菜上
市

草根的觉醒

种了一辈子菜的老张，对于不断
出现的科技产品、新鲜理念，只有一个
感觉，就是应接不暇。老张的女婿正在
试验一种叶面肥，已经有好几个月。一
天女婿带回十根黄瓜，一半是用了叶
面肥的，一半是没用的，老张用手一捏
就立马分辨出来。掰开一尝，一种久违
的黄瓜清香喷来，黄瓜的原浆味极浓，
但令老张不悦的是，没用叶面肥的黄
瓜相比吃起来又涩又干。

老张拿过说明书来看，大体意思
是说，这种叶面肥可以帮助蔬菜吸收
各种微量元素，甚至可以做到吸收铁、
不吸收硒，吸收镁、不吸收钙。老张对
这药的安全性有些迟疑，他的女婿直
接拿起瓶子喝了两口。老张又被惊得
合不上嘴。

随后这种叶面肥被推广，打一遍
的不如打两遍的，打两遍的不如打三
遍的，产量轻松能翻一番，看似不可

信，但确实摆在面前。但对身体、对种
子、对土地会不会有长期影响，谁也不
敢打包票。

近期，在河南就有人研究出可以
直饮的化肥农药，令人惊奇。

老张去子女家小住时，上集市上
看到农民模样的卖主用车拉的新鲜
菜，马上就有人围买。连小贩都将卖菜
的牌子改成“笨韭”、“笨葱”，以此招揽
顾客。

种了几十年韭菜的老张沉默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抵制什么？他只
知道，自己种的韭菜没有问题，自己种
的白菜绝对没问题，有残留，但绝对不
超标。忙得经常没时间买菜的老张，饭
桌上最常见的菜就是韭菜和白菜，像
两个老朋友，三天一大聚，两天一小
会。

“不择手段”地控制残留

有机菜，一个小型的“限制样本”。
种有机菜，基本用不上什么高科

技，只是用严苛、甚至“变态”的控制各
种残留，以保证其最原始的自然品质。
这是峡山王家庄街道有机蔬菜基地的
法则。

长虫子了，找人用手抓，坚绝不用
药物，现在有少量的有机菜专用药，但
能不用就不用；浇水，用百米深的井
水，杜绝地表水可能的污染；空气，饱
含富氧离子，人经常呼吸这样的空气
都可以治病；肥料方面，连人畜粪便都
不能用，而是用沼液。

这样的精种方式，与效率产量的
追求格格不入，但却恰恰迎合了众多
高端人群对于安全、健康的需求。每年
春节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卖到上百
元一斤，即便是二茬韭菜每斤也可以
卖到50元上下。

与其说是卖产品，不如说是卖理
念，因此在基地里40个人的编制中，过
半人员干的是营销工作。

在生产基地，可以看到用纱帐罩
起来的蔬菜，可以看到仅露出个头的
深井出水口，室内有各色自测仪器。定
期的报表数据可追溯盘查。

负责人王建说，现在出现了不少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蔬
菜是否安全，种植环境是否绿色都空
前关注。种有机菜，基本用不上什么高
科技，只是用严苛、甚至“变态”的控制
各种残留，以保证其最原始的自然品
质。在基地里，有专门的科技人员负责
对土壤、水质、空气进行跟踪式检测。

作为种植者，最原始的土法种植
就是归避各种安全问题的最佳选择。
对于有机蔬菜的种植，不用回避其趋
利的一面，因为种植有机菜的一个重
要定位就是依靠品牌为当地村民增
收。但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信号，预
示着一场自下而上、自发自觉的“限制
保卫战”的到来？

有有机机菜菜是是怎怎么么种种出出来来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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