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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建议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

全面推动分类处理

本报讯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是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社 会 热 点 问 题 。 在 全 国 两 会
上，民建中央建议加强生活垃
圾管理制度建设，明确处理替
代技术，加快试点工作，并加强
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环境意识。

民建中央提案建议，加强
制度建设，制定《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法》。 各 城 市 结 合 实 情
制 定 配 套 实 施 细 则 ，使 垃 圾
处 理 各 环 节 纳 入依法管理轨
道。同时，探索完善垃圾收费
价 格 调 整 机 制 ，坚 持 产 生 者
付费的原则，通过价格杠杆来
促进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和减
量化。

强化政府主导模式，提高
行政管理效率。加强监管和整

治，明确用焚烧、资源化处理等
新技术逐步替代卫生填埋处理
工艺，尽快制定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的具体实施细则，加快建
立垃圾分类收转运处理系统和
厨余垃圾专业收运系统，全面
推动垃圾分类处理。

此外，还建议加快垃圾分
类试点，培养居民环境意识。
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定纳入
学校德育课程，增强学生分类
意识。从居民家庭入手，免费
提供不同种类垃圾袋，让居民
按照规定种类投放垃圾。在小
区、居民点，设置标识明显、数
量足够的垃圾分类回收设施。
加强媒体宣传，投放与城市生
活垃圾有关的公益广告，提高
社会关注度。

民进中央建议加快发展生鲜农产品冷链配送

推广使用环保运输车辆

本报讯 生鲜农产品是日
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新鲜”是
其生命线。然而，现阶段我国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尚未
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在全
国 两 会 上 ，民 进 中 央 提 案 建
议，制定农产品包装、运输规
范，推广使用环保冷链运输车
辆 ；优 化 农 产 品 冷 链 配 送 路
径，合理配置资源，引导生鲜
农产品配送行业健康发展。

民进中央在《关于加快发
展 生 鲜 农 产 品 冷 链 配 送 的 提
案》中称，冷链配送是冷链物流
中的核心环节，生鲜农产品从
生 产 者 到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过 程
中，有 80%以上时间是在配送
运 输 上 。 但 我 国 配 送 设 备 落
后，生鲜农产品损耗大，目前配
送车辆城郊配送以普通卡车为
主，城市配送以普通客车（去座

椅）为主。用普通卡车配送，排
放标准低，保鲜能力差；用“客
车”配送，单车运输量少，车辆
数量多，加重交通拥堵，存在安
全隐患等问题。

提 案 建 议 制 定 农 产 品 包
装、运输规范，推广使用环保冷
链运输车辆。根据各地气候、
农产品特性，制定农产品包装
规范；鼓励企业购置符合环保
要求的冷链运输车辆，推广城
市配送纯电动冷链车应用等。
同时，在副食品调节基金中安
排资金对环保冷链运输车辆进
行支持。

此外，还建议优化农产品
冷链配送路径，合理配置资源；
完善“农产品分拣配送中心”软
硬件，推进农产品冷链配送大
数据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专家提醒春季切忌蔬果即摘即食

谨防诺如病毒感染风险

据新华社电 每逢天气晴
好的春季周末，总有市民约上
三五好友，去踏春野餐。在乡
间野外，为了图方便或是急于
尝鲜，一些人会在采摘水果后
直接食用。对此，疾控专家提
醒，需谨防诺如病毒感染。

据福建省厦门市疾控中心
疾传科主管医师颜玉炳介绍，
诺 如 病 毒 离 开 人 体 后 ，在 外
界 环 境 的 生 存 能 力 强 ，直 接
取 食 由 农 家 肥 浇 灌 的 果 蔬 ，
有 感 染 诺 如 病 毒 的 风 险 。当
诺如病毒绝对值达到 100 时就
能致病。

颜玉炳表示，因水桶、水盆
中可能留有病毒，因此建议在
采摘蔬果后，一定要用流动的
清水冲洗几分钟后才能食用。

颜玉炳介绍，诺如病毒的
特点是发 病 急 、传 播 速 度 快 ，
在 一 些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如 学
校 、幼 儿 园 等 容 易 暴 发 疫
情。被污染过的水源、食 物 ，
甚 至 是 灰 尘 颗 粒 ，都 会成为
病 毒 传 播 的 载 体 。 由 于 诺 如
病 毒 感 染 属 于 自 限 性 疾 病 ，
目 前并没有特效药，只能通过
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来降低
致病风险。

悦·图

贵州省环保厅近日组织职工开展“绿屋顶”二手市集活动，以
职工自制物品为主进行交换，如自养盆栽、自制酵素和肥料、自种
蔬菜及闲置容器和手工制品等，许多职工都淘到了自己喜欢的东
西，并提高了资源循环利用意识。 黄运 吴杨 摄影报道

综合运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绿色防控保障“舌尖安全”
◆本报记者王琳琳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安 为 先 。
食品安全直接与人民群众的健康
息息相关。然而，食品安全隐患
层出不穷，尤其是农药残留问题，
直接影响农作物质量安全，威胁
消费者身体健康。

绿色防控倡导以生态调控、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
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控制农作物病

虫害，既能提升农产品
质量安全、降低农药使
用风险，又可以保护生
态环境安全，因而成为
食品安全源头管控、保
障舌尖安全的重要技术
手段。

在全国两会上，致
公党中央提案建议，加强绿色防控
手段应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绿色防控是如何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它对生态环境有何好处？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实地探访
了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蔬菜基
地，并采访了致公党中央绿色防
控提案起草人、浙江省高级农艺
师洪文英。

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或替代农药使用，
不仅保障食品安全，还可提高果蔬品质

致公党中央提案指出，绿色防
控是建设现代农业、保护生态环
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
贸易安全的需要，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因此，
建议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展示带动
作用，调动基地、企业应用绿色防
控技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绿
色防控技术融入日常生产管理中。

在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
的北京丰顺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蔬菜基地，记者看到，160 个
大棚整齐排列，隔一段就有一盏
太阳能杀虫灯。公司总经理孙鸿
说：“可别小看了这灯，它可以发
出对害虫很有吸引力的光，杀死
有趋光性的多种害虫。”

2007 年，丰顺恒蔬菜基地开
始尝试绿色防控技术。从 2013
年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介入基
地绿色防控体系建设。北京市植
保站是北京市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研发和推广的实施单位，多年来
已集成一套完整的蔬菜病虫害全
程绿色防控体系。

在北京市植保站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目前丰顺恒蔬菜基地已建
立起包括无病虫育苗、产前消毒、
产中科学防控及产后残体无害化
处理的全程绿色防控体系，成为
北京市生态示范蔬菜基地之一。

以 种 植 紫 衣 甘 蓝 的 大 棚 为
例，二三十米长、数米宽的大棚

内，用了放置防虫网、消毒池、瓢
虫、诱虫板等五六种绿色防控技
术。防虫网覆于大棚的表面，像
蚊帐一样将大棚包裹起来，有了
它 ，棚 外 的 虫 子 就 别 想 钻 进 棚
里。诱虫板则每隔 3 垄~4 垄悬挂
一个，用于黏住紫衣甘蓝生长过
程中常见的蚜虫、粉虱等。

“诱虫板不仅可以消灭害虫，
还能起到监控作用。”北京市植保
站蔬菜科孙海说，根据黏在板上
的虫子数量，农民可以预判当年
的病虫害程度，提前防控。

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减少或替
代农药的使用，不仅能够保障食
品安全，还能提高果蔬品质。以
丰顺恒蔬菜基地种植的草莓为例，
眼下正是草莓上市季节，记者在草
莓大棚内看到，每隔12米~13米，就
挂着一个圆柱形的铁罐子。孙鸿
告诉记者，这叫硫磺薰蒸器，用以
应对草莓生长期间常见的白粉病。
硫磺熏蒸器让草莓摆脱了农药使
用，通过电热体发热，将器皿内的
粉末状硫磺以气体形式蒸发出来，
作用在草莓的叶面上，不仅简单省
事，十分安全，还能提高产品品质。

北京市植保站蔬菜科科长李
云龙介绍说，虽然绿控技术对生态
环境安全的保障难以量化，但通过
对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的减少和
替代，减少了农药及其废弃物造成的
面源污染，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推行统防统治，从根本上降低成本，解决
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难题

绿色防控技术使用成本较高
成为其推广应用的一个瓶颈。致
公党中央提案表示，与传统的化
学防治方法相比，绿色防控的投
入和人工成本相对较高，技术操
作难度也相对较大。加之化学防
治的传统措施能立竿见影，农民
在生产中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主观
能动性不强。

不过，孙海则认为，绿控技术
用好了，不仅不会增加成本，反而
会降低成本。记者随其走访了顺
义区北务镇郭家务村。在村委会
办公室，村支书马青海介绍了郭
家务村运用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番
茄种植的情况。

马青海告诉记者，他们村是
种植番茄的大村，全村 670 多户
村 民 ，有 500 多 户 种 植 大 棚 蔬
菜。过去，番茄开花的时候，每一
株都要用一种叫“坐果灵”的激素
进行人工授粉，提高番茄坐果率，
增加番茄产量，既影响食品安全，
人力成本也比较高。

郭家务村农业生产负责人黎
永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工授
粉灵活性差，必须在番茄花期的
短时间内完成，很多时候需要雇
人。按每亩人工授粉的成本每人
每天 120 元、授粉天数 10 天计算，
就需要 1200 元。

2015 年，马青海从区植保站
处得知市植保站大力推行的熊蜂
授粉技术，即用蜜蜂代替人工对
番茄进行授粉，深感这是一项好
技术。一箱熊蜂的市场价在 400
元左右，比“坐果灵”的人工授粉

成本要低 800 元，降低了劳动强
度和人工成本，还能减少农药的
使用，保障番茄的生产安全，于是
马青海便着力在郭家务村推广。

一开始，有的村民将信将疑，
担心蜜蜂授粉的效果不好，导致
产量下降，影响收入。结果，等到
番茄上市，村民则完全信服了，由
蜜蜂授粉的番茄大棚，平均每亩
地多收番茄 2000 多斤。第二年，
使用熊蜂授粉的村民就从 300 多
户增加到了 500多户。

致公党中央提案指出，许多
绿色防控技术（如色板诱杀技术、
杀虫灯诱杀技术等）只有在大范
围使用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小
范围小面积应用防控则往往不能
凸显成效。而现阶段农业生产规
模化经营比例不高，以一家一户
为主的生产模式限制了防控技术
的大面积应用和推广普及。

不过，郭家务村经过多年探
索，实施了统防统治，由村里集中
进行农药的购买和病虫害防治。
据马青海介绍，目前村统防统治
队伍共有 11 人，全都是经过区植
保站统一培训的村民。这种做法
既加强了药品的管控，从源头切
断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更
保障了药品使用过程中的正确
性，避免了一家一户随意用药导
致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孙海表示，在以散户为主的农
村村落，统防统治是其生产方式
的重大变革，统一防治、整体防护
的思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药残留
高、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难的问题。

理念更新是推广首要问题

虽然绿色防控的效果很好，
但在推广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制约
因素。在浙江省高级农艺师洪文
英 看 来 ，首 当 其 冲 的 是 观 念 问
题。农民往往相信“眼见为实”，绿
色防控技术相对复杂，他们无法准
确判断其好坏，从而不愿采用。

洪文英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
景，某项高残留、高毒的农药被禁
用，农民却希望她找一个具有同
样成效的、但是又没那么大危害
的农药加以替代。

刚刚发布不久的《“十三五”
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绿色防控覆盖率占病虫

害防治总面积的 30%。这一目标
如何实现？洪文英认为，一方面，
要推进病虫防控理念的更新，加
强单项技术的研究筛选及集成技
术的合理应用。同时，要提供绿
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所需的政策
支持和资金保障。

“当前，绿色防控还只是农业
部门的行为，保障措施难以到位，
基础设施也不配套，造成技术推广
人员队伍不充足、不稳定，难以开展有
效的科学技术指导。”洪文英表示，要
发挥好行政推动作用，切实解决推
广中面临的各种难题，真正有效地
实现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化覆盖。

□专家观点

监督绿控技术落地应用

社会共治是新食品安全法的
原则之一。然而，目前食品安全
治理中的社会共治，存在很多问
题，特别是公众参与热情不够高、
范围不够广、不够深，急需畅通参
与渠道、完善参与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科协
副主席高小玫曾建议，政府应主
动作为，培养、释放社会能力，加
快推进社会共治。

其实，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社
会参与，地方各有探索，有些经验
值得推广。如北京，为方便公众了
解和监督蔬菜安全生产，北京市植
保站建立了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服
务平台，全面展示北京绿色防控

示范基地的技术、管理、产品等。
北京市植保站蔬菜科科长李

云龙介绍说，公众可以通过关注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服务平台”官
网或“北京市植物保护站”，以及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新浪官方微
博和微信二维码，方便快捷地了
解绿色防控示范基地，知道到哪
里可以买到安全放心的蔬菜。在
安全农产品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厅

（北京市植物总医院）则可以近距
离地接触、了解植保技术，了解安
全蔬菜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如有任何问题及情况反馈可
拨打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监督反馈
电话：010-62016348。

□公众参与

绿色防控
有哪些技术？

■链接

本文照片由王琳琳拍摄

图为北京市生态示范蔬菜基地之一的丰顺恒蔬菜基地，这个基地目前已建立全程绿色防控体系。

▲ 色板诱杀技术。

▲ 有益昆虫应用。

▲硫磺熏蒸控制病虫害。

▲ 太阳能灯光诱杀。

▲生物天敌抑制病虫害。

致公党中央在《关于以绿色
防控手段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提案》中建议：

推进病虫防控理念更新。
自然农法、有机农业等基于作物健
康和生态平衡的生产理念日益受
到重视。既不能盲目用药，也不能因
噎废食、望药生畏。必须通过运用
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治技术与科
学用药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技术，兼
顾产量和产品品质、生态环境的安全。

加强单项技术的研究筛选及
集成技术的合理应用。通过优化，
确保单项防控技术的安全性、实用
性和针对性。同时，集成配套技术，
形成一批防治效果好、操作简便、成
本适当、农民欢迎的综合技术模式。

深入开展适应不同生态环境
的区域技术模式研究。研究适应

不同生态环境的区域技术模式，
使技术体系模式化、区域化、轻简
化和标准化，形成环保、安全和高
效的防控技术体系。

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展示带动
作用。充分发挥各级示范区的辐
射带动效应，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绿
色防控的成效、经验和品牌，提高社
会对绿色防控农产品的认知度。

建立健全保障推广机制。充
分发挥好行政推动的作用，切实
解决推广中面临的资金短缺、专
业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

探索建立风险管控和绿色防
控补贴机制。如拓宽农民获取新
技术的渠道，加强试验示范和指
导，降低风险因素。探索绿色防
控补贴模式，逐步建立绿色防控
技术应用长效机制。

建立环保安全的防控技术体系

■提案建议

悦·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