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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中心发展需要，现招专职语文教师若干名，主要从事中小学语
文作文教学、阅读辅导，要求有一定教育培训经验，责任心强。实习 2
个月（依据个人表现可适当缩短实习期），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周末
上课，周一至周五可按自行调整实行双休。

有意者请电话联系：66883918 66887100 或将简历发送至邮箱：
375180768@qq.com

瑞安日报培训中心招聘教师

在很多市民的印象中，小龙虾已成了

“不卫生”的代名词。近日，小龙虾肚内

长出“珍珠”、小龙虾专吃腐尸等新闻爆

出，再加上前几年的洗虾粉、横纹肌溶解

病等事件，让不少爱好小龙虾的市民望而

却步。

“听说小龙虾喜欢生长在很脏的水里，

身上有很多寄生虫，再好吃也要为健康着想

啊。”市民李小姐表示，前几年还喜欢吃小龙

虾，但是这几年都没有吃了。

如果说小龙虾“不卫生”只是道听途说，

那么近日来到市体育中心一池塘边钓过虾

的市民则眼见为实了。

据了解，去年有人将一些小龙虾放入该

水沟内，今年便疯狂繁衍，引来一些市民垂

钓。不过在此钓过小龙虾的市民纷纷表示，

以后再不敢吃小龙虾了。

“这里的水这么脏，只是小孩子随便钓

着玩玩，要吃的话还真不敢。”正在钓虾的杨

先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人在这里一钓就

是两三斤，还拿到市场上销售。如此不卫生

的小龙虾，还真让人不敢吃。

为什么会出现“镉大米”？我市本地产

的大米质量又能否值得信赖？

据市种粮大户协会会长陈庆福介绍，

种植水稻的土壤或水质遭到了镉污染，水

稻过多吸收了镉，就成了“镉大米”。湖南

的矿山很多，镉从当地矿产中伴生出来，污

染到种植水稻的水土。

“瑞安的矿山资源不多，含有镉的金属

矿山更少，基本上可以排除‘镉大米’的存

在。”陈庆福说，像他在马屿、飞云的水稻种

植地，都处于青山绿水旁，基本杜绝了工业

污染，水稻的质量能够保证。

陈庆福说，虽然目前我市市场上没有

发现“镉大米”，但也要对可能造成的污染

提高警惕，“有些水稻种植地靠近工业区，

也有可能受到重金属污染。”

对此，陈庆福凭借个人经验给市民一

些挑大米的建议：挑选大米时，可以选择看

起来比较清透的大米，不选颜色较为浑浊

的大米；不要购买售价过于低廉的大米，选

价格中上的；东北大米基本上水源都比较

好，相对来讲较有保证。

广州“镉超标大米”事件引发关注

工商抽检：我市暂未发现“镉大米”
■见习记者 项乐茹

近日，广州“镉超标大米”事件引发持续关注。据报道，这8个批次的大米及米制品镉
超标，其中6个批次镉超标的大米产地均为湖南。我市不少市民担心，我市市场的大米情
况怎样？有没有来自湖南的大米呢？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农贸市场等粮油市场，并采访了相关部门。目前，工商部门正
对市场流通大米进行抽检，我市暂未发现“镉大米”，大家不用太担心。

自从广州发现大米镉超标后，我市不

少市民开始担心：市场里会不会有同品牌

的大米在售卖？

在市区某大型超市里，记者看到粮食

销售区在售的大米品牌多达 20 余种，产地

分别来自黑龙江等东北三省、江苏以及安

徽等地，也有来自本地以及平阳等周边地

区。

在粮油区，一位阿婆正在选购大米，他

看了一圈，又咨询了现场导购员后，选择了

一种散装称斤卖的大米。“新闻报道称湖南

产的大米有问题，平时我们买米都不怎么

看产地和品牌的，也不太懂，按口味买，今

天我特地仔细看看产地。”这位阿婆说，她

买的米产自湖北，应该能放心吃。

随后，记者走访了十八家农贸市场。

一粮油商品经营户告诉记者，她从未售卖

过产自湖南的大米。

记者从市粮食局粮食调控科了解到，

我市市场上的大米 80%都来自东北、江苏、

安徽等地，另外本地米也占了一部分。“瑞

安人嘴还挺挑的，喜欢吃口感好的品牌大

米，东北米比较受青睐。”该工作人员说，瑞

安人吃惯了东北等地的米，再加上从湖南

进大米交通运输成本又高，所以市面上基

本找不到湖南米的踪影。

我市市场大米大多来自东北和江苏、安徽

5 月 22 日，市工商局食品流通科在常

规检查中加强了对大米等粮食的排查，走

访了十八家农贸市场等粮油市场，对市场

流通的大米进行抽样检查，当天共抽检了

一经营户 3 个品牌的大米。“对于抽样的大

米样本，我们将交由温州质量技术检测院

进行检测，等待详细的检测报告。”市工商

局食品流通科副科长吴建新说。

据介绍，市工商局将继续对市场上流

通的大米进行抽样排查，目前暂未发现“镉

大米”流入。“每批大米进入市场时，都要持

有相应的准入资质，带着监测合格的相关

证明。”吴建新说，如果发现市场上存在贵

金属超标等问题的大米，工商部门将会严

肃查处。消费者也可以提供线索，发现问

题大米进行投诉举报。

工商部门排查市场流通大米

种粮大户教你如何买到好大米

瑞城街头，小龙虾生意遇冷
专家：须在高温下蒸煮，最好去头

明日上午10时至11时，市农业局（林业

局）局长张金林做客《阳光行动·局长在线》。

您可以就我市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业产

业化经营、农村土地承包、集体资产管理、农

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防疫检疫、农业投入品

监管、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林业生态建设、森

林资源管理等有关政策和审批手续办理，办

事态度等日常工作，参与现场讨论。

参与方式：

节 目 直 播 热 线 电 话 ：65834411、

65834422；

短信平台：编辑数字 129，加短信内容

发送到 106277779；

网络参与：登录瑞安广电网、瑞安日报

云江论坛点击《阳光行动·局长在线》专栏

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瑞安
日报－报料王”、“ @清廉瑞安”等方式参

与互动。 （记者 欧苗苗 通讯员 王晓妘）

市农林局（林业局）局长张金林
明日接听局长在线

■见习记者 黄国夫∕文 王鹏洲∕图

夏日来临，小龙虾披着火
红的“外衣”又开始出现在瑞城
的各大夜市。近日，各大媒体爆
出今年由于产量减少，导致小龙
虾身价涨了 1.5 至 2.5 元∕公
斤。价高了，夜摊亦是爆棚。

我市小龙虾生意是否也热
闹非常？昨晚，记者走访了安
阳菜市场、后垟社区等夜市场
所发现，今年我市的小龙虾市
场有点冷。

晚上22时左右，安阳菜市场的夜市迎来

高峰期，很多市民出来“觅食”。在菜市场的

一个十字路口处，有一家经营小龙虾的摊位。

“虽然今年开春早，小龙虾提前半个月

上市，但是生意并没有提前好起来。”问起今

年的生意如何，摊主皱着眉头摇头说。

该摊主表示，去年安阳菜市场一共有 3

家小龙虾经营店，今年其他两家都已不知去

向。竞争者虽然减少了，小龙虾的生意却没

有见好。

“一天只能卖出一二十公斤，跟往年相

比生意反而差了。”在记者采访的 10 多分钟

里，只有一名顾客前来购买。

在后垟夜市，小龙虾经营者有三四家。

也许是下雨天的缘故，来购买小龙虾的顾客

也是寥寥。在一家排档店前，摆满了小龙

虾，一位顾客询问了一下价格便走了。该摊

主说：“不知道是不是受禽流感影响，大家都

不愿意出来吃了，今年的小龙虾不怎么好

卖，比起往年生意至少差了1/3左右。”

至于价格是否比往年有所上涨，摊主表

示与去年持平，每公斤价格在 13 元左右。

摊主说：“现在生意都这么差了，如果价格再

上涨，还有谁过来吃哦？”

针对小龙虾不卫生的传言，近日在微博

上流传：“小龙虾在蒸煮时，温度一定要保持

在 100℃以上，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方能将

幼虫杀灭。”

市疾控中心防制科科长洪万胜表示，

小龙虾是肺吸虫的中间宿主，用烤、炒等

方法并不能将其体内可能携带的肺吸虫幼

虫全部杀死。只有在 100℃的高温下，将

小龙虾烹制几分钟，其体内的寄生虫才可

杀死。此外，像虾蟹体内的寄生虫，一般

都集中在头部。虽然正常烹制可以杀死寄

生虫，但吃的时候，最好还是舍弃头部。

洪万胜同时提醒市民，要采购鲜活的小

龙虾，并将小龙虾充分洗净，尽量减少小龙

虾体表的微生物与理化污染物。

经营户：生意比往年差了1/3

市民：小龙虾成“不卫生”代名词

专家：要在高温下蒸煮，吃时最好去头

市民正在选购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