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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易脱落 不粘锅变“粘锅”
炒菜用木铲 兴许还能用久点

我们常说的不粘锅是因为锅内采用了不粘涂层，而最常见的、不粘性能最好的就是特氟龙

涂层和陶瓷涂层不粘锅。不粘锅的问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有消费者反映，称

买到的不粘锅并非永远“不粘”，使用一段时间便会如普通炒锅一般粘锅。记者调查发现，不粘锅

市场鱼龙混杂，价格不一，想要良好性能的不粘锅最好还是购买一些质量较好的品牌货。

“这是什么破锅呀，不是说不粘的
吗，怎么现在又粘了？”发出质疑声的是
家住薛城区泰山路的陈女士，据了解，
陈女士喜欢和朋友一起交流厨艺，这不

粘锅也是她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前阵
子听朋友说买了个不粘锅，一用确实是
不粘锅，回家我也买了一个，可用了一
段时间之后不粘锅又开始粘了。”陈女

士表示，对于经常下厨的她来说，粘锅
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尤其是煎鱼的时
候鱼皮粘在锅壁上，清洗的时候特别的
麻烦。

目前我国对于不粘锅的国标有两
个，分别是涉及安全性能的国标《食品
容器内壁聚四氟乙烯涂料卫生标准》和
行业性的《铝及铝合金不粘锅》标准，而
对于不粘锅差价的决定性因素—涂层
分级，则并没有相关标准。

业内人士表示，不粘锅的涂层分级
是区分不粘锅质量的重要依据，级别由
上而下价格相差很大，对生产工厂的技

术要求不同，性能也完全不一样。所以
同是不粘锅，有的几十块钱，有的几百
元甚至是上千元。因此业内人士建议，
在选购不粘锅的时候尽量去一些大的
商场或超市，去购买一些知名品牌的不
粘锅，不要因为贪图一时便宜，而购买
了劣质品。

除了购买上的注意事项以外，业内
人士还指出，一个不粘锅无论质量好

坏，使用方法的不同也会对其使用寿命
有所影响。“不粘锅上面的不粘涂层非
常薄，所以不能使用摩擦较大的铁铲，
要配合使用购买不粘锅时配套所送的
木铲。不过即使是使用木铲，不粘涂料
的硬度有限，不耐磨，时间一长就会慢
慢脱落，而后不粘效果也就没有了，一
般不粘锅的使用时间大约是半年左
右。”业内人士说。 （记者 寇光）

在市中区永安乡于山前村，有一片
“开心农场”，每天都能引来不少市民带
着孩子前来耕种、采摘，体验当农民的
乐趣。这片田地的承包者就是程风雷，
一位在城市生活多年又重新回到了农
村的中年汉子。

46岁的程风雷原来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但农村出身的他对田地和农活有
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工作多年，但一直
梦想着能有一片自己的田地，可以自由
自在地耕作播种。前年通过土地流转
的方式，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市中区永
安乡于山前村承包到了 400 多亩土
地。在这片田地上，老程和妻子每天辛
勤劳作，除了种了一部分粮食和中药材
外，还种了不少的薰衣草。看着绿油油
的庄稼茁壮成长，老程夫妇感觉终于圆
了自己多年的田园梦。

老程原来在单位时人胖肤白，但自
从当了“地主”后，便被晒得黢黑，明显
瘦了不少。作为老板，老程却总是亲自
上阵，他说，每天和农场的工人们一起
劳作，虽然苦些累些，却感到很舒服，现
在身体明显比在单位上班时要好多
了。老程夫妇起早贪黑，泡在地里，就

差把小家也安在合作社里了。闲暇时
两人将田里拍到的照片发到自己的微
博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当“地主”的快
乐，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大家都希望
能到他的承包地里体验一下劳作的
快乐。于是老程专门辟出十几亩优质
地，开办了“开心农场”，并为农场起名
为“潘桃园”，欢迎朋友们入驻。目前共
有几十位城里的市民前来种地，老程为
他们免费提供各种农具，做好服务工
作，让朋友们和他一样，在耕种劳作、采
摘收获中，体会当农民的快乐，使“开心
农场”真正成为一个开心家园。

老程说，大家带着孩子，在“开心农
场”里为青菜浇水、松土、施肥，让孩子
对种地有所认识，让他们知道粮食和蔬
菜的得之不易，同时也让他们体验到了
劳动带来的丰收快乐。再者，“开心农
场”地处永安南部山区，有着无污染的
自然环境，施的是农家肥，浇的是地下
水，长出来的是无公害的“绿色”蔬菜，
一家人吃得舒服放心。很多朋友也是
考虑到这一点，才不惜开车十几公里，
来到这里种地采摘的。现在大家都以

“佃户”自居，称老程为“地主”，通过种

地彼此间还增进了了解，增加了感情，
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为了便于
大家吃饭，老程日前还专门在合作社里
开了一家农家菜馆，每天菜馆里热闹非
凡，老程又成了端菜送水的“小跑堂”，
嘻嘻哈哈的干劲十足。

目前已经进入麦收时节，老程的合
作社里一片繁忙景象，联合收割机在麦
地里来回跑，老程则经常在地头一站就
是一天，收割、防火、给工人做好后勤工
作，忙得不亦悦乎。老程说，种庄稼一
季，这个时候看着麦子安全收割、晒完、
入仓，才能长舒一口气。不当农民不知
道农民的苦，更不知道珍惜粮食，两年
多来，在当“地主”的日子里，他对人生
又有了新的看法，劳动、充实、知足、感
恩，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态度，在今后
的日子里，作为新型农民的他，会再接
再厉，把自己的田园梦描绘得更加美
丽。 （记者 孔浩）

承包土地四百亩 圆了多年田园梦

老程：种菜种粮当起“地主”

近日的降雨让枣庄丝毫感觉

不到夏日的炎热，但并不妨碍市

区各大超市销售凉席的热情。

2日，记者在市中区振兴路上

的一家大型超市内看到，为了吸引

消费者，商家将凉垫当成衣服“穿”

在了人体模型身上，仿佛盔甲一般，

独特的宣传方式让人倍感新鲜。

（记者 寇光 摄）

披“盔”戴“甲”

家庭主妇的烦恼

在市中区振兴路上的一家大型超
市内的厨房用品专柜前，摆放着各种
各样的厨卫用品，而不粘锅更是摆放
在了较为显眼的位置。“我们这的不粘
锅样式齐全，价格从二百多元到四五
百元不等，都是具有不粘锅的功能。”
超市销售人员介绍道。当记者问到为
何同是不粘锅，价格却高低不等时，

销售人员表示是因为不粘锅的材料、
质量和寿命的不同才导致了不粘锅的
价格有高有低。

记者发现，与大型超市或商场相
比，批发市场和一些地摊上的不粘锅
售价更为低廉。在青檀路某市场内，
记者发现这里在售的不粘锅还有百余
元的，如同超市销售人员所说一般，

商铺老板也表示这些锅都是绝对不粘
的，价格的差距只是使用时间长短和
制造材料的区别。“我们这的不粘锅还
算不错的，外面有的地摊上卖的不粘
锅才四十多块钱，那种才是不靠谱
的，就是给你用你觉得能用么？”店铺
老板说。

几十元的地摊货也能不粘

国标尚不完善

5月30日，峄城区人社部门在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了
以“助力民企发展，建设乐业峄城”为主题的2014年民营企
业招聘会，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免费搭建岗位对接平台，
招聘会共有区内外53家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4600个，
进场求职人员3100人次，达成就业意向1350人。

（记者 孙明春 摄）

5月31日，在台儿庄区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在向
求职者介绍就业岗位。

当日，由台儿庄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办的全区2014
年度民营企业招聘周暨重点企业用工招聘会启动。来自
省内外的20家企业提供了就业岗位1350个，450余人参
加了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210人。

（特约记者 张严新 通讯员 刘广辉 摄)

随着气温日渐走高，
空调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
高，不少市民也担心那些
堆放在空调外机上的杂物
会“惹火”上身。

“我和妻子有晨练的
习惯，每天六点多都会在
楼下的小广场锻炼一会
儿，说来也巧，因为热得实
在难受，我就早起了一会
儿，正当我们行至二楼时，
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烧焦
的味道，当时我还好奇谁
家做饭做得这么早，很快
妻子就意识到这并不是做
饭的味道，等到我们下了
楼，妻子看到在一楼和二
楼之间有堆积的杂物在冒
着青烟，顺着妻子手指的
方向，我看到在一堆杂物
中，一台锈迹斑斑的空调
外机只露出一个支架和排
风扇，如果不仔细看，真以
为是个储物架，说时迟那
时快，我上了二楼，敲开邻
居家的门，邻居见状不由
得吓出一身冷汗，迅速将
冒烟的破布挑了下来，现
在想来，真有些后怕。”说
起当日的情形，市民宋先
生仍心有余悸：“好在发现
的比较及时，没造成火灾，
要真是着了火，这整栋楼
的住户还不都得跟着遭殃
啊！”

前两日的高温，让不
少市民家里的空调开足了
马力，可是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市民在尽情享受空
调带来的舒适时却很少有
人会注意空调存在的潜在
危险。在胜利路一老旧小
区的外墙上，密密麻麻地
挂着很多空调外机，其中
不少空调外机已经锈迹斑
斑，有的干脆下起了“空调
雨”，“滴滴答答”地顺着墙
壁就下来了，有的竟然将
花盆或大大小小的纸壳、
拖布等杂物直接放在空调
室外机上。从记者走访的
多个小区发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个例，尤其是一些
老旧小区的居民，习惯在
室外机附近堆放杂物，少
数居民甚至将报纸、棉布
等易燃品堆放在空调外机
上，一旦有火源落在上面，
极易发生火灾。

“夏天市民使用空调
比较频繁，会使得空调外
机的温度迅速升高，堆积
杂物会造成外机不易散
热，从而产生隐患。为防止
火患，市民要及时清理堆
放在空调外机上的杂物，
保证其正常散热。另外，要
特别注意的是，切勿用酒
精擦拭正在处于工作状态
的电器，即使电器处于关
闭状态，擦拭后，仍要让其
通风，待酒精完全挥发后，
才能使用，空调孔最好使
用阻燃材料封堵。”我市消
防人员称。

（记者 张莉萍）

空调外机勿堆杂物
不易散热 小心着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