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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部分权力部门在山区种“特供菜”

浙江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及一些政府机关牵涉其中

要求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特供猪需用“土”法饲养一年才能出栏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谢云挺 商意盈

最近有群众向“新华视点”记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

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

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 真相到底如何，记者专程赴遂昌县进行了调查。

除了土猪“特供”，遂昌县当地生产的绿色瓜果蔬菜，也

被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看中。

在海拔 850 多米的遂昌高坪乡高坪村， 记者看到一箱

箱印着“桃源尖”商标的小黄瓜正在包装启运。 高坪村里高

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包孙雄说， 这批即将送往省城的小黄

瓜都是原生态无污染的产品。 目前，这种不喷农药、不施化

肥的瓜果蔬菜已发展了 60 多亩，种植了四季豆、番茄、小辣

椒、水果玉米等 20 来个品种。

据了解，该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

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 包孙雄说，浙江省国土资

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是这里的定

点用户。

■

说法 变相“补偿”换特供

记者了解， 遂昌县已创建 40 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

心基地。 基地在开发建设中得到了不少上级部门的指导支持，对

此群众心存感激。 但群众反感个别部门借助权力为小团体和个人

谋取利益。

遂昌县农业部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一些

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一些山清水秀少

污染的欠发达地区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

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 但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利用政府权力

和资源问题，外界很难知晓。

他说，一些部门手中掌握着各种名目的资金。 比如说农业部

门有农业设施、生态循环等各类项目资金。 资金要给谁、给多给

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 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

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

式实现变相“补偿”， 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

应。 一些有钱的大单位，往往采取定点团购等方式来保障吃到安

全放心食品。

当地市民难买“专卖”土猪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每出栏一头土猪，村专业合作

社收购价每公斤要比市场的普通饲料养的猪贵 6 元左右，并且农

户还可获得每头猪 200 元的资金补贴。 当地村民介绍，现在农户

养一头土猪获利要比普通猪高出 700 元左右。

村主任翁金水坦言，由于养殖土猪要重品质，数量不可能大

规模增长，目前全村已发展养殖了 1000 多头土猪，也只能满足一

些高档酒店和机关部门的特需供

应。虽然村里在县城最大的中心菜

场设了一处专卖摊位，每天却只能

供应一头猪，不仅售价高，市民想

买还得赶早集，否则很难买到。

（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16 日电）

每户最多只准养猪 3 头

遂昌地处浙西南深山区，素有“林海仙县”之誉，近年来

这个欠发达县在各级政府支持下， 靠发展原生态精品农业

声名鹊起。 然而，一些权力部门“小团体利益”的介入，使这

一“富民工程”变了味儿。

妙高镇仙岩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 700 多米的山腰，四

周群山环抱、林木苍翠。 知情人介绍，这个村庄就是一些部

门选定的高山土猪“特供”基地之一。 入村探访，记者了解

到，当地农户养殖土猪由村委会创办的“妙高七山头土猪专

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猪仔，统一养殖标准，统一收购，统一补

贴。 为了保证养殖质量，村委会规定每户农民养猪数量最多

不能超过 3 头。

今年 88 岁的翁炳瑞养了 3 头猪，老人每天天一亮就上

山打猪草，回来剁碎，用大锅煮熟后来喂。“一天喂 3 次，3 头

猪一天就能吃掉一大锅。 ”翁炳瑞说，除了吃猪草，还吃自己

种的番薯、玉米、土豆、葛藤、葫芦。 一头猪要养一年以上才

能出栏。

土猪不喂激素、添加剂

仙岩村委会主任翁金水介绍，一些部门、单位选择他们

村作为定点，主要看中的是这里海拔高，空气好，环境好，能

够保障土猪养殖的品质，并且对他们严守“土”法饲养，不喂

合成饲料、不用激素和添加剂感到放心。 翁金水说，现在每

隔一天，村里都要给市里“直运”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且

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养殖的土猪，因村庄周围

有 7 个山头而得名“七山头土猪”。 目前全村养这种原生态

高山土猪的农户有 350 多家，主要供应一些部门、单位和高

档酒店。

蔬菜不喷药不施化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