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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茶叶市面上还有吗？泡茶第一壶水喝
还是不喝？如何储存茶叶才能保证其品质不
变？越香浓的酒越是好酒？度数越高越好？昨
日上午，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公众
开放日”如期举行，通过本报征集的10名读者统
一乘车前往，参观了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食品
检验所的“茶叶感官评审室”、“白酒感官评审
室”、“分子生物学”、“食品污染物检测”四大实验
室，并现场与专家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提问，专业
的解答让读者们收获颇丰，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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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不是度数越高越好

昨日上午，本报读者率先走进了

“白酒感官评审室”学习如何品鉴白酒。

“我们在品酒的过程中，讲究酒的

色、香、味、格，品任何一种酒都要看其

典型风格，主要包括其色、香、味，陈年

白酒呈现出微黄色，一般酒是无色的。

此外，还要看酒的透明度，酒中有无杂

质等；闻香味主要看香味属实不属实，

不同香型的酒香味不一样。”食品检验

所理化检验室主任郝栋梁介绍说，白酒

的香型有十多种。

这么多酒的香型是怎么来的呢？

会不会是添加香精而来的？郝栋梁解

释说，因为酿酒的原料、工艺不同，所以

最终酒呈现出的色、香、味、格会有所不

同。“人工品酒，仪器是代替不了的，检

验所内的品酒师要有品酒师证。一般

情况下上午9:00～11:00品一次，下午

3:00～5:00品一次。”

据了解，通常情况下，酒的检测有

监督抽检和送检两种方式，检验包括生

产、流通等各个环节。“专用酒杯都是定

制的，一般倒2/3，跟喝酒的酒杯不一样，

品酒杯像含苞未放的玫瑰，希望把香味

包含在里面，闻香的时候只能吸气，不能

哈气，把酒感受好，记录一下，吐掉。”

郝栋梁介绍说，消费者自行品酒的

话要先看色，观察透明不透明，如有悬

浮物，一定不要饮用；香味不正，也要注

意；入口怪怪的不要喝。

“白酒并不是度数越高越好，也不能

根据酒的浓淡来判定酒的好坏，不同的香

型酿制工艺也不同。”食品检验所副所长

卢业举介绍说，如果消费者想自己判别出

酒的年份则难度较大，通常情况下是需要

通过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后确定。

星报10位读者与专家零距离交流，茶叶、白酒诸多问题迎刃而解

酒非度数越高越好 泡茶不一定需开水

教授读者鉴别茶叶

由于茶叶中含有茶多酚、氨基酸

等，对身体非常有益，因此许多市民非

常喜欢喝茶，对茶叶的要求也非常高。

那么，茶叶如何储藏能更好地保证品

质，泡茶会有怎样的要求呢？

“常温下，茶叶容易发生生化反应，

从而影响茶叶本身的品质，所以应当选

择将茶叶储藏在零下18℃，在这一温度

下，茶叶所有的生化反应将全部停止。”

食品检验所副所长卢业举介绍说，泡茶

也不一定要用开水，夏秋茶要求温度高

一些，春茶85℃以上即可冲泡，将更好

地展现出茶叶的形态。

卢业举介绍说，对市场上的茶叶检

测时，首先看安全指标是否通过，然后

进行茶叶感官评审，评审师必须经过职

业资格鉴定。感官评审的重点即是对

茶叶分等分级，“称3～5克茶叶，放在

85℃以上的开水中冲泡后，把汤汁逼

出，尝滋味、闻香气，然后将倒出的茶叶

放在水中浸泡，观察茶叶是否匀整，大

小一样品质就很好，滋润一些的茶叶泡

出来的茶就饱满一些。”

有些市民第一次泡茶会选择倒出，

这样做对吗？“没有对错之分，如果选择第

一次泡茶倒出，会将茶叶加工过程中留下

的杂质去除，但是如果浸泡时间过长，则

可能会影响茶叶的口感，所以可以根据个

人的喜好进行选择。”卢业举解释说。

2005年～2006年，市面上曾出现

了一些染色茶叶，让很多好茶者不放心，

现在市面上还存在吗？“经过近些年来的

检测，市面上已经很难检测到染色茶叶

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茶叶，此外，

染色茶的颜色泡出来很不一样，如果发

现茶叶颜色异样应当引起重视。”

卢业举为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喝

茶对身体很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大

家不妨有空时喝茶休闲一下。

提及瘦肉精、兴奋剂，不少读者都高度关注。

昨日的“公众开放日”中，食品检验所的液质联用室对

外开放，记者了解到，该实验室曾在2008年奥运会

时，承担了特供食品的检测任务，并且由该机构所检

测的食品未发生任何一例兴奋剂等食品安全问题。

“通俗点讲，比如猪肉里的瘦肉精，如果运

动员误食，会造成兴奋剂超标，因此提高其力

量、兴奋度、运动成绩等。”液质联用室徐彦辉博

士介绍说，当时该实验室确保周边六省一市供奥

食品产品质量的检测，未发生任何问题。此外，

该实验室还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监督抽查的任务，

供世博、亚运的很多食品检测任务，均定点放在

了该实验室。

“可以说，该实验室的检验能力、技术水平、人

员能力都是排在全国前列的，我省有这样一个检

测机构，全省老百姓可以对我省的食品安全更放

心些。”徐彦辉博士表示。

据介绍，除了专供食品检测，该实验室还承

担了国家级、省级的定期检验任务，如过年过节

前的定期抽检等，此外，每个季度也都会检测，

确保食品安全不出问题。除了检测出瘦肉精曾

存在于猪肉里，目前还未检测到其他任何含有兴

奋剂的食品。

徐彦辉介绍说，食品检验所是全国八家婴幼

儿奶粉发证机构之一，除承担了本地乳粉的发证，

还承担了其他地区的乳粉企业的发证工作。“不能

保证每天，但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抽检婴幼儿乳

粉企业，还会进行预警时的风险监测。”

零下18℃储藏茶叶最佳

每月都要抽检婴幼儿乳粉企业

品酒师鉴别白酒

总前委指挥部就设在他家

6月12日，在濉溪县韩村镇，淮海战役总

前委旧址，记者见到了正在清扫的李华松。

李老今年已经66岁，逻辑清晰，思维流畅。

回忆起淮海战役的情况，李华松老人

说，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祖父李志本和父亲

李光者常向他讲述淮海战役的经过和首长

住在家的情景。“从那个时候，我就与淮海战

役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激励着我成长。”

当时国民党的飞机沿着浍河沿岸，从临

涣到石弓每天的敌机频频轰炸。为确保首

长安全和战役的顺利指挥，1948年11月23

日上午9点钟左右，后勤部参谋长张升华来

到小李家村，在李光者家前后看了一下，认

为前后四合院总计22间，条件较好，但同时

又有些疑虑。

李光者看出了首长有疑虑，于是从屋里

拿出毛主席《论持久战》这本书，向首长介绍

说，自己的兄弟李光林在1940年3月份，于

西北同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张参谋长随即抓住李光者的手说：“是

自己人，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设在你家就

放心了。”当天晚上10点后，首长和司、政、

后领导陆续来到小李家村。

几天过后，有一天，邓小平向李光者说：

“疲劳时没有休息的地方。”李光者听后，当

时就把自己睡的大床，搬到前委指挥部一间

屋里，给首长临时休息。

战役在最激烈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

日夜不休息，在指挥部亲自指挥。

淮海战役同龄人守护旧址

1948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后，总

前委指挥部从临涣文昌宫迁出后，就设在

李华松的家中，他的祖父、父亲一生都为此

自豪。

为守护总前委旧址，李华松每天都要来

一次旧址，默默打扫、修葺，看看有没有墙体

破裂，有没有出现其他情况。

由于旧址年久失修，屋面漏水，土墙断

裂坍塌，李华松多次向村书记反映，在多次

和县、市相关部门协调下争取到经费，在

2007年，开始了修复工程，才有了现在完整

22间房屋整齐的原貌。

和淮海战役同龄的李华松，有着为群众

服务的情结。干村务工作，李华松已经有了

40多年的工龄。

2006年，韩村派出所给淮海村提供了几

辆自行车作为村里“治安巡逻”使用，当时在

村支部供职的李华松便有了一辆“专车”，这

之后他就再也没停止过义务巡逻。2011

年，李华松退休后到村里维护治安。

除去日常的巡逻，邻里纠纷调解、扶

危帮困、防火防盗等事，李华松都管。村

里一旦有情况发生，他基本都是第一个到

达现场。

2009年的一天晚上，70多岁的村民李

华明家中因电线短路突发火灾，李华明身上

多处被大火烧伤，李华松闻讯后，骑着“巡逻

车”一路飞驰赶到现场，并立即组织人员将

李华明送往医院救治，因李华明子女在外打

工，李华明家里又被大火洗劫一空，救人如

救火，李华松毫不犹豫地掏钱垫付了押金。

“为大家服务，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我

们努力希望淮海村越来越好。有人说我不

拿一分钱，为什么还干得这么高兴，那因为

家乡人过得安全舒心，我自然就高兴。”李

华松说。

淮北66岁老人一生守护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淮北濉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原小李家村）的
李华松老人与淮海战役同龄，而淮海战役总前
委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由于受到祖父、父
亲教诲多年，李老用一生守护着淮海战役总前
委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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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松每天坚持清扫总前委旧址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