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廈門翔安區劉五店村是福建省最大的蝦
苗養殖基地，也是全國蝦苗的主要產區，
集中了大大小小100多家養殖廠，年銷量
高達幾千億尾，都是當地居民投資辦的，
蝦苗銷往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多個省份。
「對於育蝦這個行業來說，如果不在水中
加入一定的抗生素是不可能的。」陳師傅
說。

養蝦過量使用抗生素
畢業於華中農業大學水產專業的廣東某

飼料銷售企業老總阮先生表示，內地養殖
企業過度追求利潤，造成水產養殖密度極
高，用藥量太大。
陳師傅所在的養蝦行業也面臨這樣的問

題。據陳師傅介紹，蝦的養殖一般分成兩
段，一段是蝦苗養殖，即從蝦卵孵化到成
長為兩三厘米的小蝦，另一段則是成品蝦
養殖，從小蝦養成可以食用的成品蝦。由
於廈門地區對水面的控制比較嚴，養殖戶
很難批到比較大的養殖面積，因此翔安一
帶的養殖戶主要從事蝦苗養殖，培育的蝦
苗被空運到其他省份進行成品蝦的養殖。
據陳師傅介紹，如果蝦苗在養殖池中得

了病，傳統養殖戶採取的一個重要辦法就
是加入大量抗生素。如果不添加抗生素，
只要有少數蝦苗感染病毒，就會迅速大面
積傳染。
30多歲的小林已養了8年蝦，他的養殖

場僱了10名工人。在他的養殖場，你可以
看到牆上貼 科學育蝦苗的流程和當地農
林漁業管理部門頒發的禁用獸藥名單。小
林表示，名單只是個提醒，如果遇到了問
題，盡量減少損失才是最重要的。
據他說：「如果說藥量用得比較大，那

完全是逼出來的，現在養蝦企業競爭太激

烈，養殖密度越來越大。」養殖密度大，
水體的污染也相應增加，蝦更容易得病，
而使用藥物就成了挽回損失的最好選擇。

養殖戶寧花錢買人用藥
阮先生認為，內地蝦、螃蟹在養殖過程

中使用藥物並不是最突出的，牛蛙是一個
更應該被關注的領域。
一位行內人士介紹。由於牛蛙養殖密度

過高，為防得病，就在養殖池塘中加入了
大量抗生素，其中就有人用的抗生素阿莫
西林，而根據農業部對獸藥使用的有關規
定，人用的抗生素被嚴格限制使用在動物
養殖上。因為人用抗生素被養殖行業濫用
會帶來抗藥菌的出現，最終讓人類控制疾
病的手段越來越少。
據阮先生說，養殖戶喜歡用人用抗生素

而不喜歡用獸用抗生素，獸用抗生素純度

低，假藥多，不如人用藥管用。因此養殖
戶寧肯多花錢也願意買管用的藥。
此外，黃鱔養殖中的避孕藥添加問題特

別突出。使用避孕藥，可以讓黃鱔更多地

從母的變成公的，而公的個頭大，產量自
然也大。因此有養殖戶一直使用避孕藥，
且國家對黃鱔的檢測中基本沒有針對避孕
藥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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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蛙黃鱔狂吃抗生素
內地養殖戶過度追求利潤 濫用禁藥

深夫妻髮廊納斯達克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媒體報道，《中國經營報》4月18日刊發《國

內養殖業濫用抗生素「觸目驚心」》的報道後，根據讀者提供的線索，

再有媒體記者前往廈門翔安區調查發現，不只是蝦，牛蛙、黃鱔等在養

殖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使用抗生素、避孕藥、硝酸

亞汞等違禁藥物的行為。

據新華社23日報道 針對22日晨陝西榆林市出現學生
因飲用由蒙牛集團統一配送的學生奶後出現發燒、肚
痛、腹瀉等症狀，蒙牛集團新聞發言人趙遠花23日接
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蒙牛正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對現
場產品進行封存和檢驗，並會將檢驗和調查結果及時
向媒體和公眾通報。

4月22日晨，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魚河中心小學的學
生在飲用了由蒙牛集團統一配送的學生奶產品後，有學
生出現發燒、肚痛、腹瀉等症狀，先後共有251名學生
被送往醫院治療。據了解，到22日20時許，大部分學生
也已返回家中。另外，22日在醫院過夜的9名學生及家
長，23日上午也因學生身體狀況均無異常離開醫院。

疑學生奶中毒事件 蒙牛：積極配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23日報
道，浙江省的農業部門正在嘗試請蜜
蜂來「打工」，代替過量施用的農藥
和化肥，幫助農民實現增產，同時也
嘗試讓農業擺脫對農藥化肥的依賴，
保證食品安全。
為了向農民示範推廣蜜蜂授粉技

術，不久前，浙江省江山市現代農業
綜合區內建立起了國內首個蜜蜂授粉
基地。
在這個面積達90畝的基地內，經過

蜜蜂授粉的油菜花，相比之下花茄更
加飽滿均勻。江山市農業部門已開展
的試驗顯示，通過蜜蜂授粉的油菜可
增產18%左右。
不僅僅是油菜，試驗表明，利用蜜

蜂授粉也可使水稻增產6%，棉花增
產12%，部分果蔬作物產量甚至成倍
增長。

優化農產品質 保證食安
中國是世界養蜂大國，蜂群數量和

蜂產品產量多年來一直穩居世界首
位。農業部發佈的一份材料顯示，如
果中國的水果、設施蔬菜蜜蜂授粉率
提高到30%，全國農業新增經濟效益
可達160多億元。
大幅提高產量和經濟效益只是一方

面，開展蜜蜂授粉還有助於改善生態
環境，優化農產品品質。
目前一些農民為了追求高產，大量

施用農藥化肥，讓農業生產陷入「農
藥化肥依賴症」，不僅造成了農業面
源污染，而且也容易給食品安全埋下
隱患。
「利用養殖的蜜蜂來實現作物增產

增效，可以為農業生產探索出一條更
加綠色的高效之路。」養蜂業專家、
江山市畜牧局副局長汪禮國說。

近日內地部分地區一些蔬菜品種出現 「賣難」現象，商務部已緊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
商務主管部門採取多項措施維護菜價穩定和市場平穩運行，同時要求商務部門與農業等部門建立密切協作
機制，千方百計緩解蔬菜「賣難」。 面對江蘇鎮江大量萵苣滯銷的現象，當地數百名網友相約驅車前往「搶
購」萵苣，以實際行動力挺菜農。 新華社

力挺菜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髮廊也能夠
上市，這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但深圳一家1992年
成立於羅湖人民南路的夫妻髮廊，經過18年的打拚，
現已成為美國納斯達克的上市企業。這家公司就是深
圳奇奧柏查國際集團。

反向收購創髮廊上市先河
16歲就入行的奇奧柏查掌門人徐永平自1992年在羅

湖成立髮廊後，美髮行業數量多、規模小、惡性競
爭、管理不規範，技術水平、服務質量良莠不齊等，
是內地美容美髮行業的通病。入行15年後，剛過而立
之年的徐永平儘管月收入過百萬，他思考如何才可以
在中國將美髮行業做大做強？他最終想到利用資本市
場來推動中小企業的成長性。但是，對於髮廊企業而
言，要想上市就如登天，國內是沒有機會的。他便將

把目光瞄準了美國納斯達克。通過反向收購實現上
市，但是反向收購卻很難融資，奇奧柏查憑借其在國
內美髮行業500萬美元，三期總共融資超過一億元人民
幣，為打造其「美髮帝國」奠定了基礎。

劉德華何鴻燊倪萍曾幫襯
18年間，被徐永平兩口子美容美髮過的名人、富豪

不計其數：明星劉德華、賭王何鴻燊、主持人倪萍
等，都是衝 夫妻倆在業內的名氣來的。
奇奧柏查上市後以美髮連鎖的模式佔領國內市場。

今年奇奧柏查Ptah美髮連鎖店將在已經併購的345家店
面的基礎上，再快速提升到600家店面，把客戶瞄準中
高端客戶群。徐永平說，奇奧柏查未來三年每年將以
新增500家連鎖經營店面的速度發展，力求用三年時間
搶佔全國健康產業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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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再公佈151種添加物非法
據新華社23日報道　為嚴厲打擊食品

生產經營中違法添加非食用物質、濫用
食品添加劑以及飼料、水產養殖中使用
違禁藥物，國家衛生部、農業部等部門
根據風險監測和監督檢查中發現的問
題，不斷更新非法使用物質名單，至今
已公佈151種食品和飼料中非法添加名
單。
其中，包括47種可能在食品中「違法

添加的非食用物質」、22種「易濫用食
品添加劑」和82種「禁止在飼料、動物
飲用水和畜禽水產養殖過程中使用的藥

物和物質」的名單。

產銷毒食品 最高處死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任何單位和個人

禁止在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任
何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
物質，禁止在農產品種植、養殖、加
工、收購、運輸中使用違禁藥物或其他
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這類非法添
加行為性質惡劣，對群眾身體健康危害
大，涉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
罪，依照法律要受到刑事追究，造成嚴

重後果的，甚至判處死刑。
這次公佈的151種食品和飼料中非法

添加名單，是由衛生部、農業部等有關
部門在分次分批公佈的基礎上匯總再次
公佈，目的就是提醒食品生產經營者和
從業人員嚴格守法按標準生產經營，警
示違法犯罪分子法網恢恢，不要存僥倖
心理；同時，歡迎和鼓勵任何單位、個
人舉報其他非法添加的行為。
據悉，食品和飼料中非法添加名單已

在衛生部網站www.moh.gov.cn和農業部
網站www.moa.gov.cn公佈。

■內地不少養殖戶在養殖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使用違禁藥物的行為。圖為一個
海上養殖場。 資料圖片

■浙江農業部門向農民示範推廣蜜蜂授粉，嘗試
讓農民擺脫對農藥化肥的依賴，保證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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