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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工作人员张女士说，蔬菜在出厂门
之前必须拿到通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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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不可能运到批发市场卖的。”

这一道关卡合格后，就到批发
市场了，每天早晨进批发市场大门
的运菜车排成了长队，检测人员会
对进市场的一车车蔬菜进行抽取
样品检测。“检测员先看是否有生

产地的检测证，如果有，便开始按
顺序进行抽样化验检测，如果没有
生产地的检测证，一律不予检测、
不准进入市场。”

“蔬菜从批发市场拉到零售市
场后还不能直接卖，要再次经过农
贸市场的专职检测员检测合格后才
能出售。”一系列程序走完后，检测
人员会把检测合格证贴在指定的醒
目标板上，忙完这一切，蔬菜才算是
真正进入市内，下一步就是等着市
民购买食用了。

由一车青菜的“艰难”进市过程，可以看出我市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高度重视。当然，这
里面也包含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的辛勤劳动。

赵慧玲是岗坡路农贸市场的一名检测员，“早
上7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主要工作就是待在这
个小房间里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器具、试管、烧杯、吸管……这些东西就是她
每天打交道的东西。

每一个检测员手中都有一本工作日记，上面
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他们所检测的产品样本名称、
样品编号、摊位号。

“我们市场的检测室，一天要做70个不同样本

的检测。”她说，切片样本的重量是多少，提取液是
多少，含量的酶是多少，显色液是多少……每一项
都有精准的要求。“我们的这道关卡很重要，这就
是一种责任，是市民对我们的信任。”这句话赵慧
玲常挂在嘴边。

她说，平日里检测70多个样本，在时间上必须
控制好，“配好的药水不等人，而且要在市民买菜
之前把样本检测完成。”

“每个工作都有其职责和意义所在。作为一
名蔬菜质量安全检测员，我们时刻都要和蔬菜打
交道，对蔬菜安全进行严格把关，以确保市场上流
通的蔬菜绿色无害。”她说。

每天要检测70个不同样本

对于安全的蔬菜，赵慧玲会把检测结果合格
证贴在商户的摊位上。

“其实刚开始商户并不是很合作，因为现在菜
都贵，你拿人家的菜做化验，为了保证化验出来
的更准确，我们有些时候要拿很多种菜的样本，
商户肯定心疼，我们做了大量的劝说和宣传工
作，让他们明白，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在保障他们
的合法利益。”

采集样本、利用多种化学试剂进行检测、最终
得出结果。测算率超过50%，属于农药残留超标；
测算率低于50%，表示正常。

“检测结果出来，并不代表工作的结束。对于
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要进行销毁。”

“毕竟是商户们的血汗钱，就这样给毁了。”她
说，销毁蔬菜就觉得好像在割商贩们的肉，但规定
在那儿放着，工作职责在那儿放着，他们必须保证
流通在市场上的蔬菜绝对安全。

陈先生在郑州卖菜已经十几年了，起初他对
于这种行为很反感：“以前觉得这项工作根本就没
有必要，而且麻烦，不过自己想想，如果蔬菜卖出
去后真出了问题，我们也会有麻烦的，他们的这项
工作的确也在保障我们的利益。”

“现在商户都很配合，甚至主动把当天的蔬菜
拿过来让我们检测。市民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许
多，有的市民觉得买来的菜有问题，也会拿来给我
们检测。”赵慧玲说。

一份理解

郑州市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之一，每
天进出郑州的蔬菜在万吨以上。这些蔬菜不仅充
实着郑州数百万人口的餐桌，还与全国 20多个省
区百姓的餐桌息息相关。

像赵慧玲这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
在郑州共有近 200 个，他们分驻在郑州市的 14
个批发市场、87 个农贸市场，对农产品安全进
行监督检测。

一个群体
200个检测员为市民把关餐桌安全

一车菜需要经过几道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