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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15晚会曝光晚会曝光““土坑酸菜土坑酸菜””后后，，
引发坊间对酸菜类产品食品安全的担忧引发坊间对酸菜类产品食品安全的担忧————

爆单爆单
龙江酸菜逆势火龙江酸菜逆势火““出圈出圈””

有机酸菜诞生记有机酸菜诞生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你们应该开直播，为正规酸菜代言。”
“抖音直播间开播1小时，销售有机酸菜1600多单……”
这是 3·15 晚会后，网友对北大荒亲民有机酸菜的线上留

言，以及直播最初的销售量。
酸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它更成为全国各

地居民一年四季饭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但自 3·15
晚会曝光“土坑酸菜”后，坊间对酸菜类产品安全问题的
担忧如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

然而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龙江酸菜在此形势下
却一枝独秀，火爆“出圈”。凭啥呢？请随记者
看一看亲民有机酸菜和凌老师酸菜的“诞生
记”。或许，可以解码其中的奥秘。

“16日，亲民有机酸菜的一
条短视频，单条最高播放量达
128.9万+，点赞量超3.8万。”

“17日，抖音直播间仅开播1
小时就销售有机酸菜 1600 多
单。”

18日，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良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

“我们很感动，在关键时刻，
亲民有机酸菜得到广大消费者
的信赖与认可，这说明亲民食品
的品质已深植于民心。”王学良
说。

公司将直播间搬到腌渍车
间，主播守着直径4.5米、高6米，
超壮观的不锈钢发酵罐进行直
播。通过线上答疑、“云”游生产
线、播放视频等方式，让消费者
可观可感地了解有机酸菜从种
植、运输、储藏、加工、包装到销
售的生产全过程。

在酸菜腌渍车间，可容纳60
吨有机白菜的腌渍罐一字排开，
有机白菜就在这样的大罐里发
酵成酸菜。

王学良介绍：“在生产工艺
中，酸菜采用乳酸菌厌氧发酵技
术于 316L不锈钢发酵罐腌渍而
成。亚硝酸盐含量 2mg/kg远低
于国家限量标准。目前，公司已
申请国家专利3项。”

在生产车间，酸菜出罐后还
需经过修整、分等、再清洗、加
工、包装、巴氏杀菌等工序。王

学良说：“亲民有机酸菜的‘诞
生’，总共需要‘三洗一杀’等 17
道科学生产工艺，100多项检测，
才最后摆到大家的餐桌上。”

每天品控部和车间工作人
员，都会按规程取样，进行科学
检测、数字把控，确保白菜发酵
均匀和产品质量。

公司品控部主任宋美娟告
诉记者：“公司新增了行业内先
进的农药残留、重金属、还原糖
等检测设备，加大了原辅料食品
安全的检测力度，增加了风险监
测项目，降低了各环节潜在的质
量变化和安全风险，保证了原料
和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安全性。”

亲民有机酸菜的原料，产自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黑龙江省红星农场，精选色泽微
黄、菜芯饱满的优质白菜作为原
料。去年公司生产有机酸菜
2289吨，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
出口美国、日本等国家。

去年，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
有限公司荣登中国500最具价值
排行榜 488位，亲民品牌价值达
55.26亿元。

“我们通过先进工艺、智能
生产、科学检测等技术手段，让
生产过程精细化、标准化、数字
化，从而实现了从土地到餐桌
全程质量可追溯，确保北大荒
绿色智慧厨房的有机产品健
康、营养、优质、安全。”王学良
对记者说。

“你家常吃酸菜吗？”
“我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酸菜，酸菜炖

五花肉、烤羊肉酸菜、酸菜鱼、酸菜炒肉……
嘎嘎香！”

“常吃哪家酸菜？”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介绍的‘凌老师

酸菜’，这是科技专利产品，不是‘土坑酸
菜’，我了解生产过程……”

这是 19 日记者与哈尔滨某高校一位教
师的对话。她还将家里刚买的凌老师酸菜
拍照发给记者。

凌老师酸菜是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的专利技术产品。早在 27年前，该学院便
开始研究乳酸菌发酵生产酸菜技术，现如今
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生
产工艺也经历两次大的调整，在 2018年形成
了以微生物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先进食
品级不锈钢发酵设备的生产工艺。

“凌老师酸菜为什么好吃？其根本原因
就是工艺大不相同。”20日，凌老师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记者了解到，一般家庭使用传统方法腌
制的酸菜，主要是附着在白菜上的天然微生
物在起作用，控制不好有害微生物就会繁
殖。凌老师说：“凌老师酸菜使用的发酵菌
株主要产 L-乳酸，能产生很多风味物质，使
酸菜不仅口感酸、香、脆，还含有丰富
的微量元素，如氨基酸、维生素
等。”

在实验室-74℃ 的冰箱
里，有凌老师精心培育的冷
冻乳酸菌，只需一滴就能

激活复制出整个冬天所需的用量。此项研
究课题，获得了 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支持，6项发明专利授权，并在 2015年获得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在凌老师酸菜生产车间，一个一个露出
地面的“小井口”，正是 4米左右深的不锈钢
罐罐口。白菜经清洗下灌后，再添加菌液、
盐和水，而后发酵过程会被密切监测与控
制。

与此同时，白菜在发酵罐里正进行着奇
妙转化：乳酸菌吸取白菜汁液中的糖分，迅
速生长繁殖，同时代谢出乳酸和其他风味物
质，历经 25~30天后酸菜就可以出罐加工了。

“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由企业进行生产
和销售，因为我们的强项还在于基础理论的
研究，要把一个产品市场化，还得依靠企
业。”凌老师说。

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企
业参与，而实验室里的科技力量，也让酸菜
这样的传统食品焕发生机。

21日，凌老师酸菜生产企业总经理张京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 2018年《舌尖 3》播
出凌老师酸菜后，产品销量逐年爆增，地球人
都知道了，凌老师酸菜成为东北美食的代表。”

此后，厂家销量节节攀升，2020 年扩建
了厂房。“我们一年四季在全国各地采购新

鲜白菜进行 L-乳酸发酵，目前正
在升级生产工艺，打造智能

化工厂，预计年产能超
1000吨。”张京焕说。

图片由受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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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数字把控 L-乳酸发酵
可被人体吸收

亲民有机酸菜 凌老师酸菜

（上接第一版）目前，工地已严格按照
区防疫指挥部要求，全面封闭管理，
工人食宿都在工地，外来人员禁止进
入，从而保证项目安全生产。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据了解，今年哈尔滨新区平
房片区深入实施重大项目包保责任
制，对重点项目采取“一对一”指导、

“面对面”服务，全程领办代办，为 13
个项目实行容缺办理，压减审批时
限，全力推动项目“应开尽开”“能开
快开”。区领导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办
公，帮助企业解决项目立项备案、施
工手续办理等各类要素类问题50余
项，全力为项目开工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哈尔滨新区平房片区以“链”谋
项目，先后滚动储备 104个项目，21
个储备项目实现抢前开工，储备库中
还有83个项目正在全力推进；116个

处于线索类跟踪项目正在密切洽谈，
目前全区已逐步形成了项目梯次建
设滚动发展格局。

在项目谋划方向上，平房片区围
绕哈尔滨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打造“七
大都市”目标，重点打造创新引领之
都、先进制造之都，“双轮”驱动。按
照“三个 100”工作目标和“四个一
批”工作模式抓项目推进建设，强化
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项目谋划，目前
已谋划 18 个项目。全区各部门协
调联动，送政策强服务，探索形成

“谋、储、招、落、服”一体化推进工作
机制，在全区形成主动谋划项目，积
极争取项目，合力推进项目的浓厚
氛围。2022 年全区省百大项目较
2021年增加 7个，截至目前，已开工
建设 7 个，开复工率达 58.3％，完成
投资1.74亿元。

100个重大项目82个开复工

亲民有机酸菜生产车间亲民有机酸菜生产车间。。

酸菜制作经酸菜制作经““三洗一杀三洗一杀””等等1717道工艺道工艺。。

凌老师酸菜生产车间凌老师酸菜生产车间。。

凌老师在品尝凌老师在品尝““科技酸菜科技酸菜”。”。

凌老师酸凌老师酸
菜生产线菜生产线。。

316L不锈钢发酵罐。

工作人员在进行化验品控。

20212021 年年 22 月月，，朝阳朝阳
沟林场红外相机拍到沟林场红外相机拍到
的东北虎出没的图像的东北虎出没的图像。。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
习记者梁金池）近期，省农业农村
厅和省内科研院校共同发力，立足
科技强农、科技兴农，充分发挥行
业部门指导服务和专家团队智力
支撑作用，采取全方位、多层次、多
元化形式，加强农业科技指导服务
培训，为备春耕工作注入强大科技
动力。

为发挥各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推广体系指导实际农业生产作用，
省农业农村厅成立科技农业专班，
组织10个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
广体系，开展了行业年度生产条件
预测分析与技术指导工作，并于 3
月中旬在省农业农村厅公众号科技
农业专栏发布水稻、玉米、大豆、蔬
菜指导建议，计划于备春耕期间完
成其他6个体系建议发布，为农民
全年种养殖计划提供研判和指导。

为了加快先进技术进村入户
到田，省农业农村厅还印发了《关
于开展 2022年农业农村部粮油生
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黑龙江省
主推技术遴选工作的通知》，组织
专家对申报的46个品种和43项技
术进行综合评审，最终向农业农村

部推荐13个粮油生产主导品种和
14项粮油生产主推技术，并遴选
出绿色高效主推技术23项，已于4
日网络上发布，为全省农技推广人
员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农机准备方面，实施省市县
“三级联动”，从“人、技、机”三个方
面，对农机化生产进行指导，组织
调配好春耕生产前的农业机械力
量，截至 3月 18日，全省已培训农
机管理和农机驾驶操作等农机从
业人员8.44万人次，已检修农机具
258万台（套）。

此外，省农技推广站、省农机
推广站、省植保站各部门创新技术
服务，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黑龙江
农技推广网络大讲堂等节目，深受
农技推广工作者和广大农民欢
迎。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在召开

“2022备大豆春耕暨北安市‘大豆
科技自强县行动’培训”线上会议，
为我省大豆生产和加工提供了专
业技术支撑。东北农业大学组织
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科技培训
和生产指导。1月份以来累计服
务带动农户 454 余户，培训农民
1047余人次。

省农业农村厅

发布生产条件预测分析
提供全年种养殖计划指导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
习记者李雪君）当前正是春耕备耕
关键时期，农资销售进入旺季，省
供销系统严把进货关、生产关、经
营关，全力保障农资商品质量。

省供销社省属社有企业倍丰
集团分销子公司爱农复合肥料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宇欢表示：“公
司严控原材料采购关，采购前对厂
家的生产规模、工艺、产品质量优
劣、信誉影响好坏各方面进行充分
的评估，保证所购农资产品在质量
上都必须通过国家质量认证，完全

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其次，
每批次原材料发运到库后，需要第
一时间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并留
样备查，内部质检部门在生产当中
也会每隔4小时做一次检测，在产
品出厂前还会最终再进行一次检
测，确保不合格的产品不出厂。”

省供销社持续发挥全省农资
供应主渠道作用，始终把农资质量
放在重要位置，指导省属社有农资
经营企业严把质量关，坚守服务质
量承诺，提高服务水平，维护农民
利益。

每隔4小时做一次检测

省供销社全力保障农资质量

本报讯（史晔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长虹）日前，一串野生东北
虎足印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
宁局朝阳沟林场。经林场工作人员
初步判定，这是一只雄性成年东北虎
足印。此外，还发现这只东北虎有与
鹿并行的足迹，林场人员猜测这只东
北虎当时正在逐鹿觅食。

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朝阳沟林
场副场长李刚介绍，这个足印是当地
村民在雪地里发现的。接到村民反
映后，他们赶到现场对足印进行了测
量鉴定，发现足迹掌垫约12厘米，判
断这是一只成年雄性野生东北虎。

这只东北虎是从赤松林里下来，
沿着山谷及村民的菌地小路走了一
段后，来到了村民发现足迹的地点。
经足迹跟踪，发现这只东北虎与梅花
鹿前后同一方向行走的足迹链。工

作人员猜测，它当时正在逐鹿觅食。
追踪约两公里后，因积雪融化露出地
面，不能分辨识别足迹，跟踪中断。

李刚介绍，近年来野生东北虎
频繁在东宁朝阳沟林场现身，仅
2021年就有三四次，尤其在春季，东
北虎出现更为频繁。分析原因，首
先是冰雪融化，方便野生动物出行
觅食，再有就是东北虎在尝试拓展
新领地。

发现东北虎踪迹后，朝阳沟林场
已迅速通过广播播报、张贴通知、发
送微信等方式，提醒周边村民注意防
范，不要单独进山，要结伴而行。同
时看管好自家牲畜，不要散养，更不
要追踪东北虎。如发现东北虎踪迹，
要立即上报林场，严禁任何人以任何
方式伤害、猎捕东北虎。

图片由东宁市林草局提供

东宁朝阳沟林场
再现野生东北虎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