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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捆扎蔬菜的胶带“有

毒”“甲醛超标10倍”，长期食用这样

捆扎的蔬菜可能致癌的说法，再次在

互联网上热传。这些说法有根据吗?

●胶带捆扎会有
残留甲醛转移到蔬菜中吗?

胶带多用于超市货架或室内农贸市场，与蔬
菜接触时间短，甲醛水溶性挥发性均强，很难转
移到蔬菜中

“我们常见和使用的胶带都由基材和黏合剂
两部分组成。平时捆扎蔬菜用的胶带，一般以聚
丙烯薄膜为基材，经过涂抹黏合剂制成。”农业部
农产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钟锋介绍，有些黏合剂在制作过程中，甲
醛作为辅料，未完全反应，就可能会存在少量的
残留。我国国家标准 GB 9685—2008《食品容
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明确规
定，甲醛可用于食品接触性黏合剂生产，最大残
留量应小于15毫克/千克。

农业部农产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蒋立茂说：“目前我国还没有
食品专用胶带，但对食品接触材料有严格的质量
安全标准和规定。”如即将实施的 GB 9685—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确列出了食品接触材料
黏合剂允许使用的添加剂清单，GB/T10004—
2008《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 干法复合、挤出复
合》明确了食品包装用塑料膜的质量安全标准。

“严格按照相关标准生产的胶带不会对蔬菜质量
安全产生影响。”蒋立茂说。

河北新发地园区入驻果蔬经销商 4100 余
家，日均交易量1.5万吨。据河北新发地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丽芬介绍，农产品在从产地
到农批市场过程中，都是大宗包装储运，并无使
用胶带现象；传统农贸市场摊贩销售大都以散卖
为主，也较少用胶带。胶带多用于超市货架或者
室内农贸市场，主要是供货商为方便计量计价采
取的分拣分装措施。

“塑料膜和黏合剂都是聚合物，在常温放置
的条件下很稳定，降解释放大量甲醛的可能性极

小。”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食品检测所副
所长李碧芳说，蔬菜捆扎用的胶带只有很窄的一
条，其甲醛残留量很低，而且与蔬菜接触时间较
短，同时甲醛的水溶性和挥发性很强，很难在蔬
菜表面积累。

●近期检测是否发现
胶带捆扎的蔬菜甲醛超标?

农业部近两年排查和评估中，胶带捆扎的蔬
菜样品甲醛含量低于检出限

据了解，“胶带捆扎蔬菜甲醛超标”的说法，
2013年、2016年均在网络上流传过。

2016 年7月，针对市民的顾虑，深圳市质检
院配合深圳市食药局在当地6家超市随机抽检
了11个胶带捆绑蔬菜样本，对胶带直接接触部
分的蔬菜甲醛残留量和甲醛迁移量等指标进行
检测。

由于胶带未纳入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范
围，这次检验参照了全国食品整治办[2008]3 号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
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GB 9690—
2009《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三聚氰胺—甲醛成
型品卫生标准》、GB/T10004—2008《包装用塑料
复合膜、袋 干法复合、挤出复合》进行评价。检
测结果表明，11个蔬菜样品中并未检出甲醛，11
个胶带仅检出微量的甲醛（范围在0.13—0.19毫
克/平方分米）。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胶带检测时，所用的胶带面积为1平方分米，
而且按照国标规定，需要在60℃的4%乙酸中浸泡
2个小时。而蔬菜在实际售卖过程中，与胶带的接
触面积远低于1平方分米，接触温度为室温（远低
于实验时的60℃），也不会遇到实验时所采用的极
端酸性条件，因此并未在蔬菜样品中检出甲醛。

农业部农产品收贮运环节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专项，近两年对蔬菜捆扎带质量安全也进行了
摸底排查和验证评估。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研究员王凤忠说，结
果表明，大部分捆扎带中的甲醛残留量均符合国
家标准，尤其是“三品一标”（指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专用捆扎带，甲醛残留量不超过2毫克/千克，远
低于国家规定的食品接触性黏合剂中甲醛最大
残留量 15 毫克/千克。调查验证仅发现极个别
捆扎带检出甲醛超标，经研判，可能来源于工业
胶带小作坊。另外，对胶带捆扎蔬菜中甲醛含量
进行验证的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甲醛含量均低于
检出限。

●是否需要
“谈甲醛色变”?

微量甲醛普遍存在于水产品、果蔬等食品
中，含量极低，水洗和烹饪可有效去除

“甲醛易溶于水，高温时易挥发，水洗和烹饪
都是有效的去除办法。”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范蓓博士说，微量的甲醛普
遍存在于水产品、水果、蔬菜、牛奶等食品中。不
同食品中产生甲醛的机制不同，例如鱼肉中有一
种“氧化三甲胺”，在酶或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分解
产生甲醛；蔬菜通过呼吸作用，在细胞代谢过程中
产生微量的甲醛。一般来说，新鲜果蔬中甲醛含
量绝大多数都在每公斤1毫克以下，最高每公斤
不会超过5毫克。某些动物产品中的甲醛含量稍
高，如新鲜鱿鱼每公斤甲醛含量约为20毫克。

离开剂量不能谈安全。每日摄入多大剂量
的甲醛，会对人体产生实质性的危害?王凤忠提
供了一组美国环保署的数据：甲醛的每日允许摄
入量为每公斤体重0.2毫克。他解释说，按照一
个体重为60公斤的成年人计算，每日甲醛摄入
只要不超过 12 毫克，就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大部分食物中甲醛本底含量都很低，以白菜为
例，每公斤白菜的甲醛本底含量约为1毫克，也
就是说摄入12公斤未经清洗烹饪的白菜才可能
会超过每日允许限量。

农业项目周期长、投资回收慢，需要通过多渠道增加投资——

农业PPP如何扎根“希望的田野”

农业PPP投资是我国农业向现

代化转型、农村生产要素关系变化的

必然结果。由于农业项目周期长、投

资回收慢，因而加快完善农业生产经

营保险、探索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价

格指数保险以及贷款保证保险和信

用保险等业务势在必行——

［企业]

2016 年中储粮总公司继续有效发挥粮食
调控主力军作用，全年粮食购销总量2.43亿吨，
千方百计缓解农民卖粮难，仅小麦托市收购就
为六个小麦主产省农民直接增收110多亿元，
保障了种粮农民利益，为保障国家收储政策落
实以及推进去库存、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作出了
贡献。会议提出，2017年中储粮要打造金字招
牌和铁军队伍，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来自日前在京召开的2017年中央储备粮
工作会上的消息。

高质量完成粮食政策性收购任务。2016
年粮食收购量和库存量连创新高、主产区仓容
紧张形势复杂，中储粮总公司全力履行国家赋
予的收储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全年粮食购销总
量2.43亿吨。针对夏、秋粮收购仓容严重不足
矛盾，中储粮高效实施100万吨跨省移库、206
万吨跨县集并计划，从年初开始投资69.1亿元
大规模建设现代化新粮仓，全年新增仓容1000

万吨，对9211个老旧仓房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使中央储备粮宜存率达 100%，质量达标率
97.7%；针对新产小麦因灾导致不完善粒超标问
题，中储粮千方百计缓解农民卖粮难，用企业自
有资金购置色选设备，免费为农民开展清杂整
理，并提供预检预收、联系销售渠道等服务；针
对政策性收购点多、面广、监管压力持续增大的
矛盾，中储粮规范收购流程、严控风险，在
10076家库点全面推广政策性粮食“一卡通”收
购系统，推广粮权司法公证，对4130个库外储
粮点实现远程监控。

积极参与玉米收储制度改革。2016 年是
国家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市场化收购+
补贴”机制的第一年，中储粮积极发挥储备轮换
收购对市场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统筹系统内储
备玉米轮入计划，重点用于支持东北三省一区
玉米收购。10月份秋粮正式上市后，中储粮以

“始终在市、均衡收购”原则，及时入市挂牌收

购，成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压舱
石”。

去库存工作进展顺利。2016 年在临储玉
米去库存过程中，中储粮承担了国家安排的部
分临储玉米由中储粮包干轮换销售的新任务，
采取“统一组织、上下联动，统分结合、区域协
同”集团化运作，实现了销售运作成本低、效率
高、市场运行稳的多重效果，在确保中央储备粮
轮换计划执行率达到95%以上的前提下，2016
年实现三大谷物中央储备轮换比年初预算减亏
增盈46%，探索出了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反
应速度更快、时机价格掌握更准的去库存新路
子。

“2017 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
进，对中储粮服务调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既要
收得进、储得好、销得出，还要控制住风险。”中
储粮总公司董事长吕军说。

郑惊鸿

小麦托市收购为六省农民增收110多亿元

宁夏建设
土壤环境监测网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根据
方案，宁夏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
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
基本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建立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自 2017
年起，各市、县（区）将结合土壤污染
情况，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
评估结果，逐步建立污染地块名录
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合理确
定土地用途。在 2020年年底前，将
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
市、县（区）全覆盖。 朱磊

北京成立
农业电商标准联盟

1 月 12 日，北京农业电商标准
联盟正式成立。据北京市农委介
绍，联盟旨在联合北京地区农业电商
相关企业、科研单位、行业组织等法
人单位，建立区域性农业电商标准的
沟通、交流和推广平台，通过统筹规
划、共建共享、深化合作等举措，推动
农业电商标准的制定和应用。

据悉，该平台通过政策、技术、销
售、物流等各模块支持，推动本市优
质农产品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和影响
力，挖掘农业电商巨大潜力，填补农
业生鲜电商相关标准领域的空白。

为解决农产品标准化、仓储物
流、食品安全等制约农业电商发展
的三大痛点，“欣欣尚农”电商服务
平台在当天也正式上线发布。据
悉，该平台以仓储物流资源整合为
核心，整合农业线下可配置资源，打
破信息壁垒，促进农业物流、仓储资
源使用率的提升。 李庆国

甘肃成立苹果全产业链
创新工程研究中心

1 月 13 日，甘肃省苹果全产业
链创新工程研究中心在全省苹果生
产大县静宁正式成立。静宁是农业
部划定的西北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
区。近年来，静宁着力调优结构、稳
量提质、延伸链条、做强品牌，带动
贮藏包装、精深加工、生产服务等关
联产业蓬勃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
游、采摘体验等新型业态快速崛起，
加快了由苹果大县向苹果强县、绿
色果品向有机果品、传统果业向现
代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2016 年
12月底，甘肃省发改委委托第三方
评审机构对 2016 年申报的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进行了专
家评审，对符合条件的甘肃省苹果
全产业链创新工程研究中心命名为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甘肃省苹果全产业链创新工程研究
中心以静宁县金果实业有限公司为
主体，依托甘肃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甘肃省商业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共
建立 7个研究室（所、中心）、4个示
范基地，涉及果品研发、种植示范、
新产品开发、贮藏保鲜、冷链物流、
市场营销等。 吴晓燕

接地气的国家奖：
割断农药残留之索

在日前揭晓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榜单里，有一个不起眼却很接地气
的项目引发媒体关注：“农药高效低
风险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这个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郑永权领衔的项目获得了
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剑
指农药残留问题。

郑永权说，农药使用每年可挽
回全球粮食损失约30%左右。但不
科学合理的使用会带来诸多负面影
响。当前，“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概念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
求，应代之以“高效低风险”理念，创
建一套以有效成分、剂型设计、施用
技术及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农药高效
低风险技术体系。

据介绍，当天获得国家科技奖
的“农药高效低风险技术体系创建
与应用”，就是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率
先提出农药高效低风险理念。根据
郑永权项目组统计，目前，该成果推
广应用 1.8 亿亩次，新增农业产值
149.9 亿元，新增效益 107 亿元。

邱晨辉

［点击］［做法］

［案例］

柑橘是四川省丹棱县的传统产业，经过多
年发展，种植面积达13万亩。但柑橘产业也面
临成长的烦恼，老果园品质退化，品种单一。如
何转型升级，丹棱进行了探索。

从老果园到产业园：
改种新品种，覆盖物联网
深冬时节，丹棱县满山遍野的柑橘树依然

枝繁叶茂，树上挂满套着白色纸袋的柑橘。
“这个时节还挂果，是因为我们选用了晚熟

新品种。”丹棱县生态源果品合作社理事长陈波
说，他们推广的“不知火”“爱媛38号”等新品种
柑橘，皮薄、无核、味甜，每年12月—翌年1月份
左右错峰上市，平均每斤价格能卖到5元。

近几年，丹棱县不断压缩老品种，合理搭配
晚熟品种，全县建成了10万亩“不知火”柑橘产
业园。

种植方式更新换代。在梅湾村柑橘示范基
地，一排排果树整齐地长在高高的垄上。陈波
说，果园采用聚土起垄技术，增加土壤透气性，

促进根系生长，提高挂果率。垄距加宽，每亩果
树数量由75株调整到50株。“种植密度减少，产
量并没受影响，因为品质提升，每亩收入还增加
了。”

在梅湾村柑橘标准园管理中心，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柑橘产、加、销全过程。果园建立现代
物联网，精准施肥用药，消费者可通过二维码实
现质量追溯。丹棱县委书记朱莉说：“全县推行
柑橘生产技术规程，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
确保果品健康安全。”

从好果子到好产品：
发展初加工，延伸产业链
当前水果市场的“大路货”多，优质产品偏

少，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适应。实现产地
初加工，正是提升水果品质的重要途径。

丹棱县的柑橘种植面积广，是农民重要的
收入来源，过去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丹棱果
润加工合作社理事长郑刚分析，柑橘商品率偏
低，导致好产品没有好身价。

在果润加工中心，生产线的一端，工作人员
正把一筐筐柑橘倒在传送带上，柑橘蹦蹦跳跳
地进入“洗澡”环节。在生产线另一端，布满不
同尺寸圆孔的滚筒不停转动，柑橘根据体型自
动分类。

据介绍，这里引进自动生产线，实现自动分
拣、清洗；建设 10 座冷藏库，仓储能力达 1000
吨；与物流公司紧密合作，发展冷链运输。

丹棱柑橘初加工快速发展，目前建成9个
商品化处理中心，但精深加工是短板。精深加
工是做大做强果业必须面临的课题。“目前柑橘
加工主要产品是罐头和橙汁，罐头原料果产量
足，但市场饱和。橙汁市场大，但原料果不足。”
西南大学教授周常勇分析，企业需要加大研发
投入，创造新产品。比如在已用鲜橙汁、浓缩橙
汁的基础上，加大对多元橙汁产品的研发，开发
香精油、化妆品和保健品的精深加工。另外要
建立种植、采收、加工等整个环节的质量可溯体
系，不断提升价值链。 王浩

四川丹棱：老果园如何“返老还童”

河北宣化
玉米秸秆变压缩饲料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顾家
营镇黄家堡村，黄氏饲草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黄勇峰很是开心。合
作社的3台秸秆揉丝打捆机正在作
业，玉米秸秆经打碎、除尘、搅拌等
工序，一下子变成了压缩饲料，目前
已实现销售收入 12.2万元，全村 30
户贫困户每户可分红450元。当地
在脱贫攻坚和大气污染防治两场攻
坚仗中，把秸秆转化再利用作为根
治大气污染源、拓宽贫困群众增收
渠道的主攻方向。宣化区组建 20
余家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发挥扶
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
购置秸秆揉丝打捆机等饲草加工机
械 50余台套，引进建设了 5家饲草
加工基地，加快发展秸秆转化饲草
产业，吸纳贫困户社员700余户，解
决剩余劳动力就业 600 余人，亩可
增收 100 多元。目前，已累计处置
玉米秸秆 3.25万吨，为贫困户增收
1300余万元。 孙明鹏

敏锐的市场观察人士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
资本正加速投入农业，其中既包括互联网巨头下
乡，也有工商资本跨界，还有土生土长的农业龙
头企业。在诸多投资形式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占有一定的比例。日前，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部下发了《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进农业领
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升农业投资整体效率
与效益。这是农业领域首个PPP指导文件。

农业PPP投资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农
村生产要素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利
润、政策红利等共同导致的现象。专家认为，在
国家PPP新政策支持下，农业PPP投资将迎来新
的机遇，此前一系列困扰农业PPP投资的“痛点”
有望缓解。

●公私合营为哪般
“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投资和支持形式很多，

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但仅靠加大财政投入
远远不够，迫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增加投资。”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郭永田说，农业
是投资数额很大且回收周期长、见效比较慢的行
业，要想成功吸引社会资本通常是比较困难的。
但PPP是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手
段。

PPP的本质在于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这需要
各级政府全方位提高治理能力，转变政府农业投
入方式。加快从农业领域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
者”，向社会资本“合作者”和项目“监管者”转
变。通过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增强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哪些领域适合农业PPP进入？《意见》提出，
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
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规模化大型沼气、农
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

农业示范区、农业物联网与信息化、农产品批发
市场、旅游休闲农业发展。

郭永田分析，从上述重点领域可以看出，一
些成功的PPP项目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准公益
性。农业领域一些项目的成本和效益有外部性，
其社会效益高于直接经济效益。需要政府部门
与社会资本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实行全程合
作。二是有持续的收入。农业项目一般有比较
稳定的效益，但不会有暴利，收益需要通过 10
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合作获得。三是资金投入
量大，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社会资本融资一部
分，共同注资开展经营。

●资本下乡有“痛点”
近几年，社会资本加快进军农业，投资规模

逐年增长，虽然有的规模不大，不能算是真正的
PPP模式，但不少已具雏形。据了解，PPP项目库
中属于农业的PPP项目还不多。财政部PPP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全国PPP项目
库属于农业PPP项目共有109个，仅占1%。与之
相吻合的是，目前国内对农业领域PPP的研究还
比较少，其中相对成熟的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的研究团队。

“农业PPP投资虽有一定发展，但规模和范
围都很有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龙文军表示，原因之一是合作持续性较差。一些
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并不是规范合作。政府
投资以后，有的接管或经营主体积极性不高，经
营出现年年投资，项目年年难见效，缺乏可持续
性，归根到底就是政府投资没有与社会资本形成
稳定的合作机制。

项目吸引力不大是另一个原因。一方面农
业生产周期长影响投资回报周期，社会资本必须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承受力等待未来的资金回
报。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首先就把一部分社会资本
挡在了外面，即使部分资本勉强进入，也容易导
致采取“短期行为”。

投资环境配套问题也需要正视。郭永田认
为，主要有三方面制约。一是用地资源相对紧
缺。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用地难矛盾突
出，特别是农业设施用地紧张，制约了需要较大
规模设施用地的农业项目的发展。二是劳动力
成本上升。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社会资
本投入农村劳动密集型产业后面临“用工难”，日
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也影响到其利润空间。三
是农业金融服务滞后。由于缺少可抵押物而难
以通过银行的贷款审批。

●投资风险咋防控
针对农业 PPP 项目发展的“痛点”，文件提

出，建立分工明确的风险防控机制，政府负责防范
和化解政策风险，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承担工
程建设成本、质量、进度等风险。加快完善农业生
产经营保险，探索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价格指数
保险，以及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业务。

PPP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不可能完全替代其
他投融资方式。推进农业PPP也要遵循农业农
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专家建议，可以首先选择一
些条件成熟、基础较好且有过探索实践的地区，
作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试验区（示范区），探索总
结经验后再推广，有序推进。

龙文军建议，由于农业项目周期长、投资回
收慢，引进中长期资本需要有充分保障以满足
PPP项目的资金回收和偿付需求。为更好地调
动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建议加快设立PPP农业项
目担保基金，对因地方政府失信行为而给银行造
成不良贷款带来的投资损失，可由基金给予相应
的补偿。

郭永田说，要强化社会资本准入资格审查，
因地制宜，避免由于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盲目性
导致资本流失，甚至失去再投入的信心。加强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的资本审查，尤其是对社会资本
流转农户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前，要对其投资动
机、资金情况、经营能力等方面作出评估，对实施
情况实行全程监控，做到优胜劣汰。 乔金亮

种粮大户特殊“年货”
背后的供给侧改革

孟庆波是山东邹平县明集镇解
家村的种粮大户。买小麦收割机，
还是在去年玉米收获季动的心思。
站在自己的 400 亩玉米地面前，老
孟望着新购置的玉米收割机来回穿
梭，空气中散发着庄稼成熟的味道，
他就寻思要是麦收也用上“大家伙”
得多美。这年，他用农机帮别人收
割，一算，一个多月赚了 7 万多块
钱，他当即向家里人宣布，现在就想
买台小麦收割机。

“我去年 11 月就交了定金，这
个月 6 号才开回来。”孟庆波说，过
完年，春耕时就能马上用起来。

因为农机的事，县里的农机销
售代表曹光钊，被老孟盯上了。“老
孟给我打了不下 5 个电话，还来了
好几趟，一直催他买的小麦收割机
什么时候到呢!”

这些年，邹平县里农民购置了
不少收割机、拖拉机等设备。但原
来的收割机，喂入量小，收割效率
低，一天最多收割100亩地。这不是
邹平县独有的现象。在农机市场，
低端产品社会需求基本饱和，而智
能高效、节能环保的高档农机却供
不应求，我国由农机制造大国到制
造强国仍需诸多跨越。老孟也一直
盼着农机质量能更好。这次他添置
的新机，一天轻松就能收150多亩。

曹光钊给老孟推荐的这款收割
机的生产企业雷沃重工，连续16年
居国内行业领先地位。“看着路上跑
的、田里用的机械，功能好的收割
机、拖拉机很多牌子都是日本的、美
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孟说，看
到报纸上说越来越多国产创新智能
机械产品问世、投放市场，很激动。
希望新年大家再加把劲，早点实现
农机强国梦。 张志龙

网传胶带甲醛超标10倍，长期食用胶带捆扎的蔬菜可能致癌。相关检测显示——

胶带扎蔬菜，不会有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