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过啥农药 扫下全知道
最早7月底，“放心菜”条码查询机将进入部分超市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涛

济南天气:今天：阴转雷阵雨，18℃～29℃ 明天：雷阵雨转阵雨，17℃～26℃。（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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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蔬菜产自哪里

去年9月至11月，济南在六
个县市区建立出口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可追溯体系。目前，商
河、章丘、长清三个示范区已经
建成，处于试运行阶段。

6月5日，记者在长清区农
业局一检测中心看到一台高约
1 . 5米的带有LED显示屏的条
形码查询机。工作人员拿着一
个西红柿上的条形码，在该设
备扫描口上轻轻一扫，屏幕上
很快就显示出西红柿的信息：
产自长清区万庄蔬菜基地，负
责人为万方，并附有联系方式
和邮编。此外，这批西红柿的种
植信息也非常详细，主要包括
农残的检测信息、产前环境、农
药使用、化肥使用、其它农事等
项目。

据检测中心工作人员说，这
台扫描设备是整个出口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可追溯体系的查
询终端，扫描蔬菜的条形码，就
可以知道试点基地园区蔬菜的
各种信息。在生产过程中，基地
农户需定期将农药使用、化肥使
用等农事活动信息做成电子档
案及时上传到管理平台。而在农

产品上市前，还要做农药残留检
测，并打印安全可追溯条码粘贴
在农产品外包装上。产品上市
后，市民就可凭条形码追溯产品
的信息。

录入过程全监控

保证信息不会作弊

“条形码里记录的信息可
信吗？”不少市民存有这样的疑
虑。近日，记者对位于长清区张
桥村的伟农庄园进行实地探
访，这是长清区建立的15个农
产品示范基地之一。工作人员
正在向电脑里录入近十天内管
理洋葱的农事活动，整个过程
被室内室外两个摄像头实时监
控。

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基地
会不会为了顺利通过审核而作
弊呢？对此园区董事长董伟表
示，在对采摘的蔬菜样品进行
检测时，检测仪一端与电脑相
连，一端与产品追溯条形码打
印机相接，检测结果直接传送
至上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
管平台，根本没有修改的机会。

据了解，监管部门还会不
定期来抽检，如果抽检的结果
和上传的资料不一致就会受到
处罚。

大规模推广

存在不少困难

济南市商务局对外贸易
发 展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目
前，各示范区正在与部分超市
进行商讨，预计7月底，在超市
内部设立查询机和“放心菜”
专区。

“济南的蔬菜种植多粗放
式经营，打农药、施肥全凭个人
经验，科学种植的观念不足。建
立追溯体系，就要推行集约化
的科学种植，对种植技术要求
提高，这让很多农户不适应。”
同时，由于农户文化水平普遍
不高，有的连小学都没毕业，在
监管追溯设备操作培训上存在
一定难度。

据了解，监管平台建成后，
每年需要投入一定资金确保其
正常运转。市级平台约需30万
元 ，每 个 县 级 平 台 约 需 1 0 万
元，合计每年 9 0万元，主要包
括电费、线路费、设备运行维护
费和软件升级费用等。此外，收
集信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很难实现对供应链内每一
个节点的完全监控，这些因素
都限制了农产品追溯系统的建
立和推行。

从超市买的菜用的什么农药？是不是安全？这些问题只需

扫下条码，就能得到答案。预计最早7月底，市民可通过部分超

市、市场的查询机，了解所购农产品的信息，买到“放心菜”。

蔬菜生产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向监管平台输入近十天的农事活动
信息。

扫描蔬菜上的条形码，可以查看农药使用等信息。

8日上午9时许，在马鞍山路行车道上，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险些相撞。双方
车主都是年轻人，两人各持一理互不服气，骑电动车的小伙子直接挡在了汽车前。

正当两人剑拔弩张时，一位过路的老人赶忙过来劝架(上图)。两人依旧不依不
饶，老人拉住挡车人的胳膊，气盛的年轻人用力将老人的手挣脱（右上）。执著的老
人再三劝阻，并强行将其拉到路边，才平息了这场冲突（右下）。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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