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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农产品质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模式”调查量安全“模式”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 青 文/图

核心提示

前不久，农业部对去年全国 37 个省会城
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产品安全质量定点监测结
果公布。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平均合
格率达到99.5%，跃居全国第一。郑州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模式被农业部誉为“郑州模式”
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学习。

一车青菜的艰难进市之路

凌晨 2点钟，小刘被一阵清脆的闹铃声吵
醒，他利索地穿衣洗漱完毕走出宿舍赶到距宿舍
100多米的厂区“黄河农牧场”。此刻农场工人已
在灯光下忙碌着把一筐筐青菜往车上搬运。半
小时后，车装好了，但此刻小刘还不能直接开车
把菜拉往市内，因为菜在出厂门之前他必须拿到
通行证——检测报告单然后才能办理相关出厂
手续。“如果检测报告不合格，这车菜就算是长翅
膀也飞不到批发市场，更别说到市民餐桌了。”小
刘边打着哈欠边笑着给记者调侃道。

等了几十分钟，检测员李文选拿着检测登
记簿和检测合格证走了过来。小刘在检测簿
上熟练地签下名，并接过合格证走进农场办公
室办理出厂手续。

一切办妥后，他发动车慢慢驶出厂区，在
薄雾笼罩下朝市内开去。

半小时后，他把菜拉到了郑州市刘庄蔬菜
批发市场。虽是凌晨 4点钟，可这里却是另一
番天地，整个市场灯光通明，菜主、菜贩、菜车
川流不息人声鼎沸。进市场大门的菜车排成
了长队，几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抽
取样品检测。他们先看是否有菜的生产地检
测证，如有了便开始按顺序进行抽样化验检
测，如无菜的生产地检测证，一律不予检测并
不准进入市场。

又是近半小时的等待，才轮到小刘。他拿
出出厂区时李文选给他的检测合格证，检测员
看后在菜中抽走了几份标本返回化验室进行
检测。经小刘介绍，这次要被两处检测，一处

是刘庄蔬菜批发市场的专职检测员检测，另一
处是郑州市农业局派驻的专业检测员检测。
如检测不合格菜不准进入市场，接着继续进行
抽检如果还不合格那这车菜就面临着被销毁
的命运。

20多分钟后，小刘拿到了检测结果，全部
合格准许进入市切销售。车刚一停稳菜贩们
就蜂拥而上，三下五去二不到半小时整车菜全
部批发完了。

菜贩老张一人就要了 2000 多斤，他说：
“平时我们都不认识，菜价都是统一的，又不缺斤
少两，并且还有质量保证，现在青菜很好销售，多
拉点没问题。”在小刘的帮忙下，老张的面包车装
满了菜，拉着朝市内的伏牛路农贸市场开去。

记者跟随老张的车也赶往市内的农贸市
场，在路上他对记者说：“菜拉回市场还不能
卖，要再次经过市农业局派驻的专职检测员检
测合格后才能卖给市民。”

菜车一驶入伏牛路农贸市场，检测员已在
市场大门口守候着，又是同样抽样化验，一系列
程序走完后，老张终于拿到了检测合格证，他把
菜搬到自己的摊位上，把检测合格证贴在指定
的醒目标板上，忙完这一切，菜才算是真正进入
到了市内，下一步就是等着市民购买食用了。

行政措施助推“绿色菜篮子”建设

由一车青菜的艰难进市，可以看出我市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高度重视。郑州
市委、市政府也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
程”、“德政工程”紧抓不放，把经济建设积累的
公共财力应用于民生安全体系建设，构建起全
市民生安全网。

为了构建全市民生安全网，郑州市成立了
以市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和主管农业的副市
长为副组长，农业局长为办公室主任，由 14个
局委组成的“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
小组”。2002年市编委下文成立“郑州市农产
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编制50人，实行全额预
算管理。全市还由财政负担工资、聘用 194名

下岗职工作为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员进驻全市 101
个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进
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
作。2003 年市政府把“启
动农产品市场准入，发布
农产品质检日报”列为向
全市人民承诺的“十件实
事”之一，出台了《郑州市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郑州市农产品市场准入
工作实施方案》，同年 10
月 1日在市区实行蔬菜市
场准入。并在次年 12月 1
日 实 行 猪 肉 市 场 准 入 。
2005 年市委把“解决好群

众吃上放心肉、放心菜和放心水产品问题”列
为给全市人民所办的 20 件实事之一，当年 12
月 1日实行水产品市场准入。2007年 7月 1日
又实施了水果市场准入制度。

为了给市民餐桌上加把“安全锁”，市政府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投入4761万元经费（其中仪
器设备投资1530万元），并建设市农产品质量检
测流通中心，配备了世界一流的检测仪器，可开
展各类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市财政预算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专项经费逐年增加，2009年起
市财政每年新增800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加
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
体系和质量安全监控信息化建设。

市农业局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作为新
时期农业工作的主线和农业局工作的重点，成
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常务副局长和有关领导为
副组长、全局相关处室和局属单位主要领导任
成员的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方案和规章制度，
并强力组织落实。目前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每
天有246人对市区所有的市场和超市进行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和执法监管。

“层级体系”焊牢监管链

作为全国蔬菜批发行业十强市场的郑州
市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平均每天流通近 100
个品种、700万公斤蔬菜，其销售流通量巨大，
质量安全检测工作也面临着非常繁重的任
务。如何加强流通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保障郑州乃至全国的消费者吃到健康的农
产品，郑州市积极探索出了一套农产品追溯制
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进。

“从这里运出的蔬菜，销往河南省周边数
十个省区。所有的蔬菜在市场内必须接受两
次 100％覆盖的抽样质量检测，农药残留超标
的予以无害化销毁，并向产地县级以上政府发
函告知检测结果和郑州市农产品市场准入制
度，并提醒对方整改。如果农产品连续三次抽
检不合格，郑州市将在一定时期禁止该产地的
农产品进入郑州市销售。”市农业局农产品质
量检测流通中心主任符建伟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到。

郑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刘同德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郑州市坚持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
两个环节入手，着力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创立以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检体系为主体，以市
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为龙头的‘两级三
层’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和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农民安全生产意识，营
造了人人关注食品安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
良好社会氛围。”

郑州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流通处处长杨
万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介绍，郑州市建立健
全的“两级三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两级”是指市“中心”和各县（市）、区“中

心”。市“中心”除负
责全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之外，还具体
负责市区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超
市、连锁店、专卖店、
配送中心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和监管；各
县（市）、上街区“中
心”，负责辖区内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和监
管；市内五区“中心”
负责本区农产品生产
环节监督管理。“三
层”是指市“中心”，各
县（市）、区“中心”，农
产品生产基地、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和配送中心建立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自检机构。“两级三层”层层把关，实现农
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同时，市农业局把源头治理作为重点，通过
创新工作方式，实现了全程监控。并且郑州市
还出台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业
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了44个无公害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全市已有180个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了省农业厅的认定，
面积达到206万亩。认证有机食品14个、绿色
食品63个、无公害农产品178个。“三品”总数达
到265个。培育省级以上名牌农产品19个。中
牟县被确定为全国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
基地县和农业标准化综合生产示范区，新郑和
庄莲藕等五个基地确定为省级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这些举措的实施，对提高农产品知
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为区域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郑州模式”背后的连锁效应

辛勤的汗水，换来丰硕的果实。“郑州模
式”得到中央部委肯定，一张张骄人的成绩单
成为和谐郑州的一张光彩夺目的名片。

2005 年、2006 年 31 个省会城市国家食品
安全综合评价中，郑州市初级农产品监管获得
满分和创新加分的殊荣，郑州市农业局在全国
树立起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标杆，被农业部称
为“郑州模式”在全国推广。

2007年 2月 8日，市长赵建才作为唯一的
地市级政府市长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食品药
品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了郑州市的
典型经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会上对我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给予高度评价，她指
出：“郑州市是高度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
管。刚才他们介绍的严把三个关，我认为很
好。首先是严把源头生产关。第二是严把批
发市场关，用他们的话说是逢进必检，凡是要
进入市场的必须经过检验。第三就是严把市

场检测关。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集贸市场
都设置了检验室，而且派驻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员，每天都要公布检测的结果，而且通过
媒体来接受群众的监督，我认为他们这些做法
都是值得我们各个单位进行借鉴和参考的。”

2007年9月27日，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视
察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称赞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河南做得好，郑州做得尤其好。
郑州市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作为一项制度
性的工作，建立了长效机制，长期坚持并且做
得很好”。同年 10月，郑州市刘庄蔬菜批发市
场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
专项整治现场会上就做好农产品市场准入工
作作了典型发言。11 月 15 日，国家农业部纪
检组长朱保成调研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给予了高度赞赏。

次后，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受
到全国关注和学习。据郑州市农业局副局长
刘同德介绍，近两年每年接待全国各地来学习
郑州先进管理经验的多达百次。“郑州模式”背
后的连锁效应有力地影响了一大批省、市级学
习单位。他们纷纷以郑州为榜样，创建自己的
管理模式，为百姓打造安全放心菜篮子。

面对诸多荣耀和赞誉，市农业局局长韩绍
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深感责任重
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事关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事关农
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农业部、省农
业厅、市委、市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特
别是与全国兄弟省、区、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
距。今年市农业局将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整治暨执法活动，加大对主要种植基
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检测和抽查力度，严防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
众的菜篮子和餐桌安全，用心去打造这项关系
到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将使一系列‘郑州
造’优质绿色农产品‘健步’走上品牌之路，走
进国人厨房，走向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短信限发令恐治标不治本
针对垃圾短信问题，6月12日来自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称，中国三大
电信运营商将限制用户每日发送短信
的数量：非节假日每小时不得超过200
条，每天总量不超过1000条，节假日每
小时不超过 500 条，每天总量不超过
2000条。(6月13日《新京报》)

从操作层面上看，三大运营商限
制用户每日发送短信数量，仍属简单
化的对策。比如，用户发送短信每小
时不得超过200条，发送199条垃圾短
信是不是就可以？如果有人启用多部

手机，一小时内连续发送不超过200条
的垃圾短信，“限发令”岂不是废纸一
张？ 再如，当今公益短信正成为政府
向公众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像重大
恶劣天气时的气象提示、预防甲型流
感的健康提示等，往往需要一次发送
公益短信达上百万条，如按“限发令”
标准，岂不是把公益短信也给扼杀
了？此外，短信是最简便、快捷的通信
方式，假如有用户需要正常发送大量
工作短信，“限发令”岂不是又限制了
用户的通信自由？

所以，靠“限发令”遏制垃圾短信
实属治标不治本的简单管理思维。

笔者以为，遏制垃圾短信关键不
在于控制发送短信的数量，而在于控
制发送的内容。作为运营商应当从

“源头”抓起，建立有效的垃圾短信识
别系统，只要是垃圾短信一条也不能
让其发出，这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最
根本的方法。同时，应当建立对垃圾
短信的处罚机制，用法律来惩治发送
垃圾短信的行为。

舒心

余秋雨先生的谦恭令世人不安
6月10日，余秋雨委托九久读书人

公司在其博客中发表声明：称20万捐
款将用于都江堰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建
设。对此，《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表
示，余秋雨出示不了相关部门的收据，
以及所捐单位名称等，意味着假捐
款。另据媒体报道，四川省民政局、慈
善总会等3所捐款机构均无余秋雨的
捐款记录。

秋雨先生有没有捐款20万用于都
江堰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建设，其实他
本人心知肚明。从“大师”文人余秋雨
的角度考量，我估计，以余秋雨先生的
身份和财力，是不会计较这20万元的，

所以，我还是估计，他肯定捐了。但他
就是不说，这使我感觉到了文人的谦
恭，是个美德。

大师级人物的余秋雨先生显然深
谙并能游刃有余地自如应用。对于他
归纳出的“咬余专业户”们对自己的不
信任，乃至蓄意片面理解自己的思想
观点、行事为人方式方法，处处与自己
过不去，秋雨先生全然不急不恼，颇有
一种不屑一顾的气概。

但是，“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
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余秋雨先
生以他的大智若愚可以藐视萧夏林
之流的“乱咬”，不该漠视公众的心

焦。在事关余秋雨先生一世英名的
捐与不捐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公
众迫切地想知道真相，当事人如若再
高深莫测地玩“躲猫猫”，就是对公众
的缺乏尊重。秋雨先生不急不躁，我
们倒有些不安，替余先生焦急得很
呢。

“大师”是国家的财富。以余秋雨
先生的修养和学识，应该懂得其间的
利害关系。现在，既然萧书生乱“咬”
一气，还偏要余秋雨出示相关部门的
收据，公布所捐单位名称，我含泪恳求
余大师：你就“亮剑”吧，让一切谣言不
攻自破！ 冷 雪

官员奉公娱乐亟须猛药
最近，基层官员因“娱乐”闹出的丑闻让正义之士

义愤填膺。邓玉娇案、习水嫖幼案、丽水嫖幼案……这
种集中爆发和曝光，显示出基层官员的生活情趣已经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日前，人民日报与《人民论
坛》杂志进行了一项匿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基
层官员中三成以上认为党政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是“人情往来，无可奈何”，或是“工作要求，必须参加”。

官员“娱乐”问题，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痼疾。中国
古代，高官小吏之中，声色狎妓很多时候都是“名士风
流”自我标榜和炫耀之举；今天的美国，堂堂纽约州州长
斯皮策也长期狎妓，曝光之后被迫下台；此前落马的北
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则坦白自己一到晚上就想过

“那种夜生活”……人性的弱点，如果不能完全弥补，那
就应该受到严密严格的控制，而不是任由诱惑摆布。

尤其是今天，当我们的基层公仆们打出“为工作
而娱乐”的旗号时，这一问题变得更令人担忧。邓玉娇
案中，死于索要“服务”的镇干部，当晚到底是“私人娱
乐”还是“公务娱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正
是其习以为常的“公务娱乐”作风，令其霸气十足，激怒
了修脚妹，从而刀光一闪，官员“娱乐致死”。

进出娱乐场所是“工作需要”？值得玩味的是，都
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必须在这些声色场所方能得以
推进？这到底又是谁的“需要”？官员的工作，自然是
公共事务，没人会相信，一个镇长会在“恋歌房”里扭着
屁股唱着KTV促进节能减排，一个民政局长会在“水
疗中心”的温柔乡里改善孤残老人生计。如果说这种
潇洒夜生活与“工作”真有那么半点关联，只能说它是

“工作关系”的延长线，而且买单名目也是“公务招
待”。这是一种异化的“工作”——它以公务之名，行娱
乐之实，成了“增进感情”、拉帮结派、溜须拍马、投其所
好的工具，成了法不责众的集体狂欢式腐败享受。

当这种“工作”在一些基层地方成了小气候，洁身自
好者便容易成为“和我不一条心”的异类，成为排挤打击
的对象。不少贪官在交代受贿经过时，都会辩称自己收
钱是“抹不开情面”、“怕影响工作”等等，说到底也是“工
作需要”，是“为人民受贿”。这种狡辩当然是无力的，但
也折射出官场上的某种“灰色生态”——独清者，难容于
众浊之群；合污者，取悦于硕鼠之辈。千里之堤，毁于蚁
穴，这是基层官场的一种悲哀，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面对某些地方的此风之盛，仅凭教育恐怕积重难
返，而必须祭出“杀手锏”，三招齐发——第一招，从制
度上管好“八小时之外”，对官员涉足娱乐场所的种类、
服务性质作出严格界定。第二招，从纪律、法律的高度
管好公款开支，削减一些无厘头的“接待费”，让“因公
娱乐”无处藏身。第三招，调动公众的监督热情、赋予
公众更多监督便利。这一条尤其重要，唯有将官员活
动置于群众雪亮的视线之下，而不再指靠侥幸“捡到”
天价消费单，方能真正杜绝“公务娱乐”在夜色掩护下
猖狂上演。 一锋

事业编制
何以成官员亲属后花园

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近年来，有113人通过非
正常渠道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半数为乡镇官员
的妻子、妻弟、兄弟等近亲。兴宾区组织部副部长覃
永生和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表示：“这也是基层工作
的需要。”(6月15日《新京报》)

事业单位的编制，一向紧俏得很，端上事业单
位的饭碗，是不可计数的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可是，
由于门槛高，考试严，竞争激烈，这个梦想对大多数
人来说，遥不可及。然而，不可否认，全国各地，通过
不正当渠道进入事业单位的，绝对不止兴宾区的乡
镇干部的这113个近亲。因此，令人惊诧的不是裙
带关系在逐渐规范的事业单位用人制度面前依旧发
挥作用，而是兴宾区的组织部门的领导居然敢于公
开宣称：“这是工作需要。”

笔者理解乡镇干部的难处。陶邓乡的人大副
主席韦祖扬很有代表性，他一家四口，全家都指望着
他的薪水过活，经济压力大，因此，他通过关系，把妻
子安排进了编制。他说：“我在基层当了20年领导，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的，乡镇领导干部工作辛苦，生存压力大，然
而，比起他们来，全国数百万大学毕业生的生存压力
更大，他们辛辛苦苦读书十多年，投入了太多太多，
以“苦劳”论，他们更有资格获得事业单位的编制。

而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乡镇干部，国家
已经以薪水的形式支付了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没有
权力再安排自家的近亲进入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
的编制从来就不是乡镇领导干部所能够享受的福
利，事业单位也从来不是领导干部的自留地。

如果说，事业单位的编制成了对领导干部的酬
劳，那么，严格的招聘考试还有什么严肃性、公正性
可言？

与113名凭裙带关系进入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近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年前，兴宾区选拔的201
名大中专毕业生命运多舛。

当年，他们作为优秀大中专生被选拔到基层挂
职，并纳入干部管理，并得到承诺：工作两三年后，在
有编制的情况下，可择优录用到政府机关工作，甚至
可被提拔为乡镇领导。然而，这些为兴宾区奉献了
自己宝贵青春的优秀选拔生，10年后，面临被解聘
辞退。兴宾区人事局解释，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

当事业单位的编制成了领导干部的福利，是为
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而设，普通的老百姓自然享
受不到它的空余编制！

其实，如果因为有了权力，就能够堂而皇之地
把国家公器当作领导干部的福利享用，那么，可以作
为福利的，就绝对不止事业单位编制了。到时候，老
百姓哪里仅仅是进不了事业单位！ 谢 名

公安代征防洪费

“为了加大我县水土流失防治力度，决定由
县 公 安 局 代 表 水 利 局 征 收 水 土 流 失 防 洪
费。”——这是湖南省溆浦县政府一份“县长会
议纪要”中的话。近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全省规范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披露了类
似溆浦县这样的“红头文件”闹笑话的事件时有
发生。据《中国青年报》

皆因警力依赖症，黑色幽默乃发生。
规范权力筑堤坝，绝知此事要防洪。

唐春成

标准化蔬菜温室大棚从源头保证了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化蔬菜温室大棚从源头保证了农产品的安全

检测员严格把关保障了百姓的“绿色菜篮子”检测员严格把关保障了百姓的“绿色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