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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新农村” 豆芽健康的正能量

买豆芽千万不能“以貌取之”

这家卖的豆芽又白又粗，还没有须
根，肯定质量不错。如果您这么认为，可
就大错特错了。

“豆芽，顾名思义，豆子所发的嫩芽，
发芽的过程必然与生根相伴。所以无根
的豆芽不安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负责人表示，正常情况下豆芽生长需
一周时间，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
利，使用非法添加剂，刺激豆芽生长，三四
天豆芽就能发好，而且又白又亮。此外，
无根剂也能使豆芽不长须根，显得更漂
亮。长期食用无根问题豆芽，对人体健康
将造成极大伤害。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测员

提醒消费者，根系是植物生长的基础，也
是放心豆芽的“名片”，以后在农贸市场
里，豆芽又白又亮，粗长没须根，品相“很
好”的豆芽，一定要谨慎选购。

然而，不少市民有这样的担忧：长着
须根的豆芽其貌不扬，会不会影响豆芽
的味道。对此，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负责人表示，豆芽根部不仅承担豆
芽生长的“呼吸”功能，而且富含膳食纤
维，对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预防消
化道癌症有良好功效。

选豆芽您是否也“模棱两可”

“我和老伴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豆芽
是餐桌上的‘常客’，孩子们也喜欢吃。”
64岁的老张退休后，住在行署路某家属
院，每天一早便会到涧东路农贸市场买
菜。

提及豆芽的辨识方法，老张也说不出
个一二三来。他只是说，菜市场门口有家

“新农村”豆芽店，这是他经常光顾的地
方，但质量咋样，自己也不知道，但至少豆
芽上长长的须根让他很放心。

采访中，市民普遍对市场出售的豆
芽质量表示担忧。特别是最近曝光的

“问题豆芽”让很多人放弃了选购豆芽。
据了解，“新农村”豆芽店在全市有

200多家店铺，夏季每天销售量达到70
吨，冬季销售旺季更是达到每天 150
吨。这么大的豆芽产量究竟生产工艺如
何？豆芽质量能否保障？

“新农村”豆芽走出“现代范儿”

昨日，记者来到我市唯一一家标准
化豆芽生产企业——洛阳新农村蔬菜食
品有限公司进行探访。在豆芽无菌孵化
车间，我们发现孵化桶底部的缝隙长满
了密密麻麻3厘米至5厘米的须根。

敞亮整洁的现代化厂房、进口的全自
动标准化流水线、设备精良的质量检测仪
器……现代化的豆芽生产作业让记者眼
前一亮。据介绍，豆芽生产从原料清洗到
消毒、从孵化到发芽、从脱水到冷却包装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流水线操作，这也开创
了我市工厂化、规模化生产“放心豆芽”的
历史。

“公司所有豆种均来自东北绿色基

地，每批大豆、绿豆都要通过发芽率实验，
厂区定期用3%的石灰水全面彻底消毒。”

“新农村”公司总经理徐二甯（同“宁”）说。
豆芽孵化也并非简单地在水缸中浸

泡。我们看到，“新农村”豆芽全部使用
食品级 304 不锈钢孵化桶恒温孵化，自
动喷淋系统会定时自动给豆芽喷水，在
整个生产过程中，人与豆芽不直接接
触。而豆芽采收过程用水均采用 350
米以下的深层地下水，去壳、脱水、清洗
后的成品经质检中心抽检合格，方能进
入 0℃~6℃的低温保鲜库中储存冷却、
配送。

“胡须豆芽”大家都在吃

依靠标准化生产、现代化物流冷链
配送、市场化经销商专营等现代农业产
业化经营理念，“新农村”迅速成长为享
誉中原的豆芽品牌。三年来，通过兼并
小作坊、加盟新商户等途径，公司先后在
全市开设200多个直销网点。

“加盟‘新农村’公司后，由于豆芽新
鲜、质量好，来买的都是回头客。平均每
个月都能收入4000元以上。”涧东路农贸
市场“新农村”豆芽店老板坦言。

如今，“新农村”须根放心豆芽也被
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新农村”豆芽市
场随之迅速铺开。三年来，豆芽先后从
城区扩展至县区，从洛阳扩展至焦作、济
源、三门峡、晋城等地，“版图”一再扩张。

辨别豆芽优劣只要“三步走”

如今，“新农村”公司已经成为我市
规模最大的标准化放心豆芽企业。“新农
村”质检中心负责人提醒，辨识豆芽优劣
可分“三步走”：一闻、二看、三品尝。

一、闻气味。健康的豆芽闻起来气
味清爽，而使用化学制剂加工的豆芽则
有股怪味。

二、看色泽。放心豆芽的颜色自然，
而经过加工的豆芽亮度明显增加，同时
饱含水分。看形状，放心豆芽身子细长
匀称，而化学催生豆芽，粗短。看“胡
须”，放心豆芽根部有比较长的须根，而
化学催生豆芽没有根。

三、品尝。放心豆芽口感脆甜且有
豆子天然的豆香味。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公司办公区

公司无菌孵化车间

“新农村”豆芽长长的须根

公司质检监控中心

公司冷链配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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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提
示

“新农村”放心豆芽档案
原料：东北绿色农业基地优质豆种
水源：350米以下深层地下水
工艺：日本全自动芽菜生产线和食品级304不锈钢孵化桶恒温孵化
质检：专业化检测实验室全天候检测样品
销售：全市200多个直销网点
配送：20辆低温冷链运输车一站式配送
特点：体亮、杆粗、带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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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运河离开杭州后，经萧山、柯桥而至
绍兴。发达的水系，使绍兴市成为著名的水
乡、桥乡。

近日，大运河申遗中国行采访团抵达素
有“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之称的绍兴市，探访
浙东运河与绍兴市的不解之缘。

古纤道宛如游龙伸向远方
在浙东运河绍兴段，从顾家荡村至泾口

村有一条绵延 7.7 公里的石板路，这就是神
秘而又浪漫的绍兴古纤道。

13日下午，采访团从杭州市驱车来到绍
兴市绍兴县柯桥镇，看到古老的纤道顺着运
河，时而一面临水、一面接岸，时而两面临水、
平铺水中，在碧绿的河水中宛如一条游龙，蜿
蜒伸向远处。阳光下，小河、小桥与两岸古朴
的人家，俨然一幅美丽的水乡画。

作为运河航运的重要辅助设施，古纤道
既是古人行舟背纤的通道，也是往来船只躲
避风浪的屏障。据了解，绍兴市古纤道位于
绍兴县境内浙东运河绍兴至萧山段，为唐元
和十年（公元815年）观察使孟简所建，全长
7.7公里，初为泥塘，明弘治年间改为青石板
铺砌。古纤道实岸处石板路面与岸坎浑然一
体，遇水面则架筑桥梁。

古纤道自修成之日起，一直是古城绍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曾用“白
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来形容古纤道的景色。

绍兴市文物部门有关负责人说，绍兴县
柯桥镇上谢桥至钱清镇秦皇段古纤道是保存
最完好的一段，也是此次大运河绍兴段申遗
的最大亮点。1988年1月，古纤道被列为第
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做好大运河绍兴段申遗工作，我市已
完成对古运河皋埠段2.5公里长古纤道的维
修工作，其余河段古纤道的维修计划也正在
制订中。”该负责人表示。同时，为全面展示
绍兴市古纤道遗产，位于柯桥镇的浙东运河
古纤道遗产展示馆也正加紧布展。该展示馆
建筑面积近600平方米，将分纤道记忆、水上
奇葩、巧夺天工、保护管理、纤道文化等５个
部分，以资料照片、书籍、文物、立体场景、音像

等多种形式还原浙东运河上杭州萧山官河纤
道、绍兴古纤道绍兴县段、绍兴古纤道皋埠
段、绍兴上虞古纤道、宁波牟山湖段古纤道等
５段保存较好的古纤道历史风貌。

我国最早的“立交桥”八字桥
作为一座被水环抱的文化名城，绍兴市是

著名的水乡、桥乡，其桥的数量是水城威尼斯
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桥梁6.3座。

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直街口的八字
桥就是其杰出代表。据有关史料记载，绍兴
市八字桥始建于南宋嘉泰年间（公元 1201
年~1204 年），南宋宝祐四年（公元 1256 年）
重建，“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
桥以石材构建，主桥东西向，横跨稽山河，总
长32.82米，桥洞净跨4.91米、宽3.2米、洞高
3.84米，结构造型奇妙，八字桥陆连三路，水
通南北，南承鉴湖之水，北达杭州古运河，为
古代越城的主要水道之一。

“八字桥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立交

桥’。”八字桥直街老住户刘先生说，今存之
桥为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再建后
的遗存。

八字桥发达的水陆双交通体系，孕育了
一个繁荣的城市商业区——八字桥历史文化
街区。该街区面积约19.66公顷，街区内有八
字桥、广宁桥、东双桥、纺车桥、龙华桥等古桥，
居民临河而居，沿街穿行，形成了特有的江南
水乡景观，是绍兴古城街河布局的典型代表。

“八字桥历史文化街区是绍兴水城的一
个缩影，反映了运河的开凿与变迁对运河聚
落的格局与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大运河申
遗中国行志愿者、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校长
宋广伟说。

山阴故水道是我国最早的运
河之一

在中国大运河的版图上，浙东运河位于
中国大运河最南端，是中国大运河内河航运
通道与外海连接的纽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端点之一。
其中，浙东运河绍兴段以绍兴古城为中

心，向西经柯桥至钱清出市境；向东经皋埠、
陶堰至曹娥江，过曹娥江后分为南北两线，北
线经百官、驿亭至五夫长坝出市境，南线经梁
湖、丰惠至安家渡出市境，全长101.4公里。

“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定都会稽之时，便
开通了山阴故水道，为中国早期著名的人工
运河之一。”宋广伟说，山阴故水道起自绍兴
城东郭门，经五云门终于上虞东关练塘，全长
20.7 公里，今是萧绍运河一段。西晋时，又
开凿了西陵运河（后称西兴运河）；南宋时，随
着浙东运河的全线贯通，使绍兴市成为古代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
灿烂的大都会。

“申遗不是目的，如何使运河这一文化和
自然资源得到保护，满足当代和未来人类的
需要，才是最要紧的。”采访结束时，绍兴市文
物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姜春晖/文 鲁博/图

浙东运河绍兴段：

纤道漫漫似游龙八字桥梁堪立交

绍兴八字桥

采访团成员在八字桥采访

古纤道绍兴县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