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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美国环保部门的研究证实，90%的杀虫
剂均可致癌。农药会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对此人们已达
成共识。

医学研究证明，除了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会
立即出现急性反应外，平时食用少量的残留农药，人体
自身会降解。但长期食用带有残留农药的果蔬，农药被
血液吸收以后，可以直接损害神经元，导致身体各器官
免疫力下降。例如经常性的感冒、头晕、心悸、盗汗、失
眠、健忘等。孕妇长期食用残留农药的食物可导致新生
儿先天畸形、先天愚形、两性儿、神经系统失调、心脑血
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等病症。

一份研究数据表明，农村中40%—50%的儿童白
血病患者，发病与农药等化学物质密切相关。残留农药

危害最大的就是孩子，据专家介绍，儿童农药中毒的几
率是成人的四倍。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只要百万分
之三克的农药残留，就会导致7岁前的儿童出现大脑发
育障碍。

大多数人选择水洗等较为便捷的办法来应对农药
残留。但是在农药残留试验中，对比水洗前和水洗后的
农药残留检测卡可以发现，变化微乎其微，这说明普通
水洗对去除农残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碱水清洗可除农药残留，专家指出，碱水清洗
的方法可能会让果蔬“越洗越毒”。因为可溶性农药遇碱可
能发生化学反应，使农药毒性增强，例如，敌百虫在碱性溶
液中可变成毒性更强的敌敌畏，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更甚。

既然传统的洗涤方法无法保证入口果蔬的安全
性，人们就需要从根源上杜绝有毒果蔬的食用，尤其是
老人、儿童和孕妇这些处于“弱势”的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打着“绿色”招牌却货不对板
的有机果蔬，是奸商唯利是图的产物。因此消费者在告
别普通果蔬农药残留的基础上，要谨慎选择货真价实
的商家。商家也应该坚守道德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生
产领域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而不是为了利益就将
人民的安全当做儿戏。

噪农药残留超标的现实危害

生生态态果果蔬蔬地地头头直直接接进进社社区区
“CSA农场”模式在我省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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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相华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
riculture)的简写。让农场和社区居民建立直接联系，农
民寻找愿意预订他们农产品的居民，直接把菜送到社
区居民家里，是消除食品不安全问题的一种新型的农
产品贸易形式。

该模式起源于瑞士，发展于日本，兴盛于北美，近
年来也陆续出现在我国北京、石家庄、山东等地。

“CSA”模式具体是指社区消费者成为私家农场的用
户，并承诺在私家农场的生长季节给予支付预订款的
支持，为农场提供流动资本，而农场则以提供新鲜安全
的当季产品作为回报，直送供给用户或消费网点。

通俗理解，就是让农场和社区居民建立一种直接
的联系，农民寻找愿意预订他们农产品的社区成员，直
接把菜送到社区居民家里，确保可以提供给社区居民
健康的有机绿色健康菜。这样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
着消费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记者了解到，烟台已经有农场正在尝试这种全新
的模式。在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高陵生态园经过多年
经营，已在多地成功推销“生态果蔬”。去年以来，国内
的CSA农场出现积极增长，这也使高陵生态园的创始
人丁士湧先生萌生了创办生态农场的念头。“城市居民
与农场签订份额订购协议，并预付款项，由农场定期提
供生态型食材，两者间由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风险
共担的关系。但这种模式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能接受，
到目前为止，年卡客户只发展了500多户，真正让消费
者认识到这种模式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丁士湧说。

在生态园里，市民可以在农场租赁一块属于自己
的土地，从种苗、培育到管理，亲身参与农场种植的各
个环节。对于长期工作的白领来说，这除了是对绿色健
康蔬菜的品质追求，更是一种放松减压的休闲方式。除
此之外，对于会员来说，这也是一项有经济效益的投资
项目，收获的果蔬除了可以与家人朋友分享外，农场还
有专业的配送销售人员帮会员入市销售。绿色农业、科
技农业将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投资农业所带来的
收益也是潜力巨大。

然而，这种模式在国内的探索之路也是困难重重。
首先，CSA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消费者和农户风
险共担，这一点并非所有花钱从家庭附近农场订菜的
消费者都能理解。譬如今年冬天发生极寒天气，菜地可
能完全没有收成，这个风险是由消费者来负担成本的。
也就是说，年初付了钱，但并不意味着年末就能有菜
吃，可能付钱而得不到菜。理解这一点，目前对很多消
费者来说是很困难的。

其次，生态蔬菜的品相也对蔬菜的推广产生了影
响。以高陵生态园为例，高陵镇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
很适合发展生态农业。同时，地理环境也给发展带来了
一定的影响。因为北部昆嵛山对气流的影响，高陵的降
雪量大于市区。从蔬菜种植的角度来看，冬季种植大棚
内的温度在10-15℃左右，总体偏低。雪天的连阴天
气，使得作物光照度更少，生长缓慢。高陵生态产业园
坚持禁止使用激素、膨大剂、化学肥料及化学农药，蔬
菜都是自然状态下生长，造成了成熟果实个头偏小、品
相差。改变消费者心理观念，接受这种价位高品相差的

生态蔬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高昂的费用支出也是农场主们不得不考虑的问

题。就CSA模式而言，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专业团队的
运营维护、配送到各个社区的物流支出，无形中大大加
重了农场主的经营成本。而经营成本上涨最直接的影
响体现在产品价格上涨，最终高昂的有机蔬菜价格令
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何在保证产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达到收支平衡，是各生态农庄所面临的难题。

尽管CSA模式在中国道路并非一条坦途，却是未
来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就地”消费、低碳消费和
有机健康生活观念的深入人心，像高陵生态园这样的
生态农场终将彰显出其独特的生命力。

噪CSA农场模式锋芒初露

噪绿色消费支付任重道远

近年来，“三聚氰胺”“红心鸭蛋”“地沟油”“食品添加剂”“橡皮鸡蛋”等食品问题频现，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产生越来
越多的质疑。在这种形势下，生态果蔬备受热捧，尤其是在城市白领中间，他们宁愿用比超市和菜场高得多的价格来购购买
让自己信任的农产品，把蔬菜从田间地头直接放入自己盘中。由此，一场城里人的“下乡”运动悄然而起。

效果图。

部分产品。

烟台生态园现场。

烟台生态园中大棚里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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