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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绿蜻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红

“幸福味道”的坚守与执着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在位于黑龙江五常的一处农
场内， 皑皑的白雪盖满了稻田，
让已经收割后堆好的稻子冻在了
一起， 而一个鲜艳的身影顶着呼
啸的寒风， 在这片被白雪覆盖的
稻田上， 她正分开稻谷查看稻粒
是否丰满。 这片稻田的收成很难
和其他稻田相比， 可她还是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她就是北京绿蜻
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刘红。

在这个盲目追求农产品产量
和光鲜亮丽的外表而滥用农药和
化肥的时代， 人们逐渐闻不到那
些饭香、 果香、 蔬菜香， 昔日饭
桌上的幸福， 如今变成了对食品
安全的胆战心惊。 就是在这个无
视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大环境
下， 刘红选择了逆流而上。 宁可
农作物 “全军覆没”， 也不要任
何农药化肥的 “玷污”， 这便是
她与会员、 农户们一贯的行为准
则。 看着人们放心地吃着自己的
农产品， 找回儿时的幸福味道，
刘红也无愧于自己的那份执着。

让更多的人
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

“现在大家对化肥和农药的
使用有些肆无忌惮， 影响果蔬的
口感是小事， 食材的安全隐患才
是令人忧心的大事 。” 刘红说 ，
合作社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最初
是因为2007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
个故事。

一天， 刘红陪女伴去外地的
一个设施农业蔬菜生产基地去看
望她的朋友， 生产基地的农民正
在给菜喷打农药， 刘红问菜农：
“这些农药对人体有什么害处
吗？” 菜农的回答是： “当然有
了 ， 不然都是虫眼谁买啊 。 ”
菜农的一番话让刘红久久无语，
明明知道会伤害身体还要继续
用。 “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总吃这些， 何谈健康。” 刘红满
怀忧虑地说。

可她深知如果不用农药， 十
几年的轮番种植让土地出现的重
茬现象和作物的抗药性无法解
决， 菜种不出来， 即使种出来的
菜品相也不好看， 上不了市场，

卖不出去， 当地农民的生存将变
得十分艰难。 此行让刘红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
无底线， 刘红对市场上买来的带
有很多农药残留的蔬菜水果产生
了抵触 ， 特别是不敢给儿子吃
了。 可心中又夹杂着对菜农为生
计所做无奈之举的同情， 这种矛
盾的心理一直令她备受煎熬。 最
终， 刘红萌生了自己种植无公害
蔬菜水果， 让家人远离不健康食
材的念头。 最初刘红只想承包三
四亩土地， 可她希望身边更多的
人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就一狠心在通州承包了40多亩。
可没想到此举引来好友的共鸣，
大家纷纷以会员形式加入进来，
并于2014年成立北京绿蜻蜓特色
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光阴飞逝 ， 从最初的 40亩
地 ， 到现在的 600亩地和外地

1000亩的生产基地， 刘红对食品
安全的决心从未改变。

用最原始的方式
种植最原生态的食品

刘红的生态农场位于通州漷
县镇的吴营村。初到吴营村，这里
的土壤由于长期施化肥板结得厉
害，“铁锹翻地， 土块硬得拍都拍
不碎。 ”刘红说，“在不用化肥的情
况下，种子的发芽率很低，有1/3
至1/2不长苗，生命力强大的种子
即使长成了小苗 ， 生长也很缓
慢。 ”而且由于蔬菜不给打农药，
生了很多病虫害， 看得见的是叶
子上大窟窿连着小窟窿， 看不见
的菜根早被虫子咬烂了， 菜园子
一片惨淡，有时候还“全军覆没”。
在这种状况下，刘红宁可赔本，也
坚持购买种子和农家肥， 雇佣大
量劳动力进行手工除虫等工作，
在杜绝化肥农药的同时， 用最原
始的方式种植最原生态的食品。

在刘红不懈努力下， 土壤情况逐
渐好转，基本改良过来了，一把土
抓在手里都是粉末， 种的蔬菜水
果长势也好多了。

刘红对合作社会员的标准要
求很高： “成为合作社的会员，
就要通过使用农家肥 、 植物酵
素、 驱虫灯等有机方法种植和培
育，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 2014
年， 有一个会员种的菜长了虫，
多次申请要打药， 刘红都没有批
准。 她说： “这种菜青虫是要用
手捉的。 打了药之后， 虫子是没
有了 ， 可是农药就残留在菜叶
上， 周边的菜地也污染了。” 会
员说自己害怕虫子， 不敢捉， 坚
持从外面买农药。 刘红抱着对自
己、 其他会员和广大消费者负责
的态度 ， 毅然取消了其会员资
格， 收回土地。 刘红十分严肃地
说： “做事要靠良心， 为了追求
效益而不把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放
在心上的事情， 我不做。”

播撒的不仅仅是种子
而是一种绿色的理念

在开始的时候， 有人十分不
解地问刘红， 她种的菜个子小，
有虫眼， 又难看， 为什么还不低
于市场上的同类菜品价格。 刘红
说： “又大又漂亮， 还没有虫眼
的蔬菜， 肯定不是原始的方法种
植出来的 ， 虫子都不敢吃的东
西 ， 我也不敢吃 。 ” 人们也逐
渐醒悟， 接受了。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安心购买
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放心在饭桌
上吃饭， 刘红的合作社24小时对
外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到合
作社来参观生产过程 ， 参观仓
库， 看有没有施用化肥和农药。
有一部分农产品是在外地的生产
基地种植的， 消费者无法监管，
刘红和会员们严格自律， 经常把
员工们除草、 捉虫、 施肥等劳动
场面拍下来传到网上， 让消费者
放心。 这种公开让消费者监督的
做法也让刘红的合作社获得了良
好的口碑。

水稻通常五月插秧， 十月收
割， 放在地里一个月来吸收稻秆
的剩余营养。 可今年的五常发生
了20年不遇的困难， 收割时下大
雨， 很多稻子都倒了， 需要多人
扶正； 放在地里吸收营养时又赶
上大雪， 将稻子冻到地上， 收稻
子显得异常费力。 刘红和农户们
依旧克服困难， 将全过程与消费
者分享， 让自己安心， 消费者放
心。 “我们的收成不会很高， 因
为自始至终都是用最原始的方
法， 不用化肥农药， 顺应节气。”
人们在刘红这里也逐渐找回了曾
经的饭香、 果香、 蔬菜香， 也不
用再因为食品安全而天天提心吊
胆。 在刘红看来， “绿蜻蜓” 播
撒的不仅仅是种子， 而是一种希
望、 一种绿色的理念， 为的是纠
正急于求成、 急功近利的农业生产
误区， 同时修复供需之间的信任
裂痕。 在这条对得起自己良心、
对得起消费者健康需求的路上，
刘红对原生态产品的追求 、 对
诚 信 二字的坚守不曾改变 ， 始
终如一。

———记昌平区矛盾调解处中心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站长史春辉

农民工走到哪里 法援就服务到哪里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杜晓婧 文/摄

10月17日一大早， 在昌平区
矛盾调解处中心的农民工法律援
助工作站， 河北籍农民工张红正
在咨询劳资纠纷问题。 工作站站
长史春辉坦言， 无论是类似张红
这样的个人讨薪 ， 还是群体讨
薪， 工作站每天都会受理不少。

近十年来， 工作站共接待农
民工 2795批次 ， 涉及 23126人 ，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1200余起， 成
功讨薪7000余万元。 工作站也从
史春辉的 “单打独斗”， 变成如
今的五人 “并肩作战”。

“无论钱款多少， 都要尽心
尽力。” 一直以来， 这都是史春

辉的座右铭， 久而久之便成了工
作站的行事惯例。

今年9月的一天， 20名衣衫
褴褛的农民工来到工作站， 请求
法律援助， 原因是遭到无故辞退
和拖欠工资 。 史春辉了解情况
后， 当天就和两名同事一起赶赴
用工单位， 一探究竟。

到工地后， 史春辉刚刚表明
来意， 便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围了
个严实。 见状， 同行的几名农民
工赶忙哀求道： “别， 别动手！
我们走还不行吗……”

“走？ 为什么要走！ 请把你
们的负责人叫出来。” 后来， 史

春辉坦言， 被团团围住时， 他也
犯怵， 但一心想着： 越是这样越
不能退缩 ， 否则有理也成没理
了， 怎么也得见到负责人再说。

紧接着， 史春辉凭借自己多
年的工作经验， 根据现场人员的
衣着、神态，找到了相关负责人，
开始“谈判”。起初，这名负责人火
气十足，对史春辉更是爱搭不理。
见状，史春辉和同事则轮番上阵，
从法理、情理等方面，分析利弊，
因势利导。最终，该负责人终于松
了口，同意支付工资。

后来， 为了协助农民工领取
欠款， 史春辉和同事一直在工地

坚守到了深夜。 入秋后的北京，
寒意逼人， 20名农民工拿着讨回
的辛苦钱， 落下了泪水。

每当这时， 史春辉和他的同
事总会悄然离场。 因为在他们看
来， 只是做了份内的事。 然而，
这份厚重的谢意， 却化作他们继
续前进的动力。

“农民工走出门， 法律援助
工作就得走进门 ， 他们走到哪
里， 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实现农
民工维权的全覆盖。” 早在2007
年4月， 工作站成立大会上， 史
春辉就曾作出承诺。 十年来， 他
们一直用行动走在践诺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