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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剧毒农药蔬菜报道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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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4日，央视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有农户向蔬菜上喷洒甲胺磷等剧毒农药。报道播出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

人们议论纷纷，不仅引起了北京、河北等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连张北蔬菜销往地的浙江杭

州也加大了检查力度。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引发的案子随之增多，媒体强有力的介入和报道，吸引着普通百姓的注

意力。如果要给当年的新闻报道评奖，央视的这条新闻无疑应被看好。而我认为报道仍似可改

进，这里就谈两点意见： 

  报道不够全面：无公害蔬菜并非一点农药都不能打 

  新闻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我们的后续报道未能及时有效地向受众解释农药与蔬菜种植之

间的关系。报道无公害蔬菜的生产销售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作背景、

做参考，报道很难做到全面、准确。既然央视的记者发现张北的农民使用高毒农药甲胺磷、氧

化乐果等喷洒蔬菜，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农药都不能打在蔬菜瓜果上呢？没有打甲胺磷、氧化乐

果等农药，而打了其他农药的农产品是不是也不能吃呢？不解决这样的问题，老百姓买菜时仍

是心中没谱，新闻释疑解惑的作用不但不能发挥，反而加重了百姓心中的疑惑。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倡生产“无公害蔬菜”，即严禁在蔬菜生产中使用水胺硫磷、

甲胺磷、氧化乐果等高毒农药。国家农业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无公害

农产品管理办法》中对“无公害农产品”所下的定义为：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

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据此，也可以将“无公害农产品”理解为农药残留和化肥用量

不超标，食用安全，取得国家认证的农产品。已经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和国际有机标准认证的农

产品具有更高的生产质量标准和安全性，当然也都属于无公害产品范畴。① 

  农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科学适量的使用对杀死病虫、维护蔬菜正常生长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媒体对化学农药报道不实的问题，《科技日报》曾为此发表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正名教授的意见，李教授严肃指出了媒体对受众的误导：

（1）在历次的农业生产活动中，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大都能很好地对病虫害进行

防治。化学农药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只要有病虫害发生，化学农药就不会退出农业

生产领域。（2）片面夸大生物农药的威力。生物防治等一些有益环境的防治措施确是发展方

向，但决不意味着偏废化学农药的使用。在全球每年320亿美元的销售量的农药中，生物农药

仅占1.5％（不包括转基因作物）。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生物农药药效来得比较慢。真正对付

突如其来的虫灾，化学农药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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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李教授还举例说，2003年北方地区蝗虫大发生，一些媒体称，放鸭子到蝗虫大发生的

农田里，让鸭子吃掉蝗虫，意图是好的，但根本做不到。蝗虫的面积大，就是赶再多的鸭子去

消灭蝗虫也是“杯水车薪”。灭蝗实践证明，真正能消灭蝗虫的还是用飞机喷洒的有机磷类马

拉硫呤农药和氮杂环类的锐劲特农药，才控制了局面。② 

  无公害蔬菜并不能说是一点农药都不能打，而是打什么，怎么打的问题。专业知识的不足

是新闻报道中常遇到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应多向专家咨询、尊重专家的意见。放鸭子吃蝗虫的

事曾吸引过不少读者的眼球，但今天看来不够客观、全面。 

  深度不够：明令禁止的农药怎么会在当地大量销售？ 

  央视对张北剧毒农药蔬菜的报道，可谓是找到了一个新闻富矿，不少媒体都为此做了后续

报道，北京有的媒体用言论表示了愤怒，也有媒体忙着报道北京、河北等各级部门纷纷行动起

来，查堵剧毒农药蔬菜。以央视自身为例，自8月24日报道该事件以后，又在8月30日做了后续

报道。 

  但无论央视还是其他媒体，后期都将精力集中到了如何查堵、如何重新认定无公害蔬菜基

地上面，没有将报道深挖下去。无公害蔬菜最为关键是规范化操作，其生产都有相应的明文规

定，恪守相应的规则才能确保最终的产品质量。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了规章，可现实社会中

违法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这不仅表现在无公害蔬菜生产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生产领域。 

  一个普通农民考虑个人的利益自然会多一点，无非是为了杀虫效果好，节约成本。但我们

从记者的报道中看到，当地大量销售着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这毫无疑问地暴露出我们农药流

通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农药是怎么流通到当地的？在一个无公害蔬菜基地，谁暗中允许

进行销售？农民为什么可以随便买到这些农药？当地执法部门平日管了没有？在国外，使用化

学农药需要植物医生开方，没有处方买不到农药。有了方子，就意味着必须严格按医嘱执行。

而我们目前是，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到商店里买到农药。③既然农药管理销售中存在着漏洞，

那么我们的镜头就不应只对准老百姓，而更应对准管理者。 

  蔬菜的污染主要来源于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条件和蔬菜管理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农药、化肥施

用和蔬菜销售过程中不规范的操作等方面，张北剧毒农药问题正是出在没有规范操作。现在我

们要问的是，无公害蔬菜的标准农民是否都知道，在种植过程中他们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操作？

他们的操作有谁来进行监督？监督者是不是没去监督？按标准操作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无

公害蔬菜生产的关键。没有了标准，我们的农业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让农民真正接受标准，

认同规范，实则为一场观念变革。 

  除了在制度上找原因外，张北剧毒蔬菜一事从地域来看仅是在张北，但在全国来看是具有

普遍性的，而从对外贸易的大环境来看，意义更非同小可。加入WTO以后，关税不再是阻止各

国间贸易的重要手段，取而代之是标准。就农产品的进出口而言，那就是绿色壁垒。国外通过

抬高农产品的进口门槛，阻止中国产品的输入。代理出口300吨“粉红女士”苹果的陕西华圣

公司，在陕西这个著名的苹果产区四处奔走，却只收购到20吨完全符合出口标准的苹果，因其

包括农药残留在内的数项指标不合格，使其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订单又飞走了；而传统的

茶叶出口大省浙江，近年来也因茶叶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频遇红灯，使众多茶

农叫苦不迭。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产品出口因农药超标而被退回的事件每年都会有五六百

起，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70亿元人民币，可谓令人震惊！④ 

  既然加入了WTO，我们就应当接受相应的规则，按规则办事。如果别人把标准提高了，我

们不知晓，也不去适应，仍沿袭过去旧的生产方式，我们就会失去订单，失去商机，失去生存

和发展的良机。了解国际领域的新标准，尽快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是我们不能不做的，

这是一场必需面对的挑战。我们的报道如能将视野从张北移至全国再移至海外，张北蔬菜问题

 



的报道不就会更加深入吗？先进的制度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就政府而言应进一步制定并完

善标准，加强科学的管理。对农民而言我们应引导他们、督促他们遵守规则。这既是加入WTO

后农业标准化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媒体本该深挖的题材。 

  注释： 

  ①赵滟等：《影响我国无公害蔬菜销售因素的分析》，《商场现代化》2003年第4期 

  ②③范健：《李正名院士呼吁对农药不要误导》，《科技日报》2002年11月7日 

  ④章卫：《农药残留超标再唤完善法规》，《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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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剧毒农药蔬菜报道的反思 会员评论[共 2 篇] ╠

有道理，特别是新闻的释疑作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老街咖啡于2004-2-4发表] 

深挖和转换视角往往可能发现许多一般人不能发现的问题，这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xibu1102于2004-2-3发表]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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