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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国标并不低，执行有问题
专家：再好的标准执行管理不到位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文/片 本报记者 孟敏

出口蔬菜产品检测一种病菌，国内标准则是检测整个菌群，达到出口检测标准的出口

蔬菜，却未必能符合国内的检测标准。记者了解到，我国蔬菜检测标准并不低于欧美，但实

际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却比较多，其中关键还在于检测的执行环节没做好。

出口检测一种病菌

国内检测整个菌群

“蔬菜符合出口检测标准，内销
却过不了国内的检测标准关。”这些
天，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质检部部
长张德岩遇到这样让他困惑的事情。
这家公司年产蔬菜产品8000吨、调理
食品5000吨，主要销往美国、日本、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该公司尝试开拓国内市
场，“我们创新了一种名叫浓汤宝的
蔬菜加工品，只需要倒上热水冲开后
即可食用，很受年轻人欢迎。”

张德岩告诉记者，这种产品出口
国外需检测大肠菌群，但只检测里面
一种易引起食物中毒的大肠杆菌，而
在国内销售则要检测整个大肠菌群。

“国内把浓汤宝作为和奶粉一样的产
品，制定的检测标准十分严格，明显高
于出口国外的检测标准。”张德岩说。

让张德岩感受到国内标准高于出
口标准的还有一件事。一些海藻类的
产品比如裙带、紫菜等，作为原料时检
测无机砷含量，而加工成成品后，则是
检测有机砷含量。“出口时只要原料无
机砷含量合格，加工成成品后也是合
格的，但在国内就未必这样。”

蔬菜检测标准

不低于美日欧盟

张德岩记得，之前生乳收购的
国家标准也很严格，后来降低了标
准。新国标下，生乳的蛋白质含量
由每百克2 . 95克降低到2 . 8克，细
菌总数从50万个大幅度提高到200
万个。但适当放宽生乳标准，同时
加重对造假者的惩罚，更有利于食
品监管。

“各国的质量标准和检测标准
有所差异，国内个别蔬菜的检测标
准确实高于国外，但也不是全部。”
青岛市商检局一位宋姓负责人对
记者说，比如甲胺磷农药在国内是
禁用的，但在日本可以使用，而日
本农药标准对中国国内允许使用
的很多农药都做出了限制。

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的一位
李姓专家分析说，其实，我国的蔬
菜检测标准不低于美国、欧盟、日
本，但在实际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却
比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多很多，
其中关键还是在于检测的执行环
节没做好。“再好的标准，执行、管
理不到位，仍然发挥不了实际的作
用。”

信息采集不完整

农产品无法可追溯

记者在青岛福生食品有
限公司看到，产品外包装上
印有产品追踪标记记录。

“通过上述追踪记录，产
品即使发运到国外也可通过
追溯号一直查到具体的加工
过程、原料基地和种植责任
人。”该公司负责人杨绍梅介
绍说。

通过相关记录，也能查
到原料种植过程的农药使用
及原料、半成品、成品检测结
果等所有资料。

“这一套完整的追溯系
统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安全。”
杨绍梅最担心的就是出口蔬
菜质量检测出问题，哪怕一
点农药残留超标，对公司来
说都是最重大的质量事故。

上述李姓专家告诉记
者，现在国内农产品的可追
溯性不强，就是因为信息采
集不完整。要完善信息追溯，
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产品的
投入，建立产品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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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正在对葱末进行微生物检测。

手套要消毒，靴子也要在地面的消毒池里消毒。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