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新农、品牌强
农，近年来福建省持续强化创建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市），截至目前，累计创建国
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市1个、县17个，创
建省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66个，占
全省涉农县总数的 85%，有力提升了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7个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在规
划制订、财政投入、条件保障、绩效管理
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每年投入的专项
资金由创建前的 1700 万元增加至创建
后的 4900 万元。各农安县乡镇全部保
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职能，共有
乡镇网格监管员 739 人、网格协管员
4751人。通过分级分区开展监管工作人
员业务培训，做到了县乡两级监管人员
全员轮训、全面覆盖。

各“农安县”全面推进产地环境保
护，严格源头治理，深入实施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减量化行动，大力推广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配方施肥、绿色防
控和统防统治技术，农药化肥使用量年
降幅2%以上。积极将兽药、肥料、种子、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生产经营企业全部
纳入农资监管信息平台管理，纳入主体
由创建前的1650家增加至3637家，依托
平台对涉案农资产品进行排查，“源头追
溯、流向跟踪”，及时预警、动态监管、全
程查处。

各“农安县”大幅提高农产品安全
监测样本量，年快检数量由创建前的 32
万批次增加至 104 万批次，风险监测和
监督抽查由创建前的 0.97 万批次增加
至 2.93 万批次，涨幅达 3 倍。监测合格
率稳步提高，保持在 98%以上，比创建
工作开展前有较大幅度提升。农产品
质量安全执法力度加大，查办案件数由
创建前的 107件增加至 188件。各地农
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力度有所加强，社会
共治水平有效提升，平均农产品质量安
全群众满意率从创建前的 84.7%上升至
创建后的 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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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文/图

“北京市延庆区、天津市蓟州区、河北
省廊坊市……”10月 29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办的 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农
业农村部主题日活动现场，随着名单被逐
一念出，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第三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名单正式公布的
重要时刻。

此次主题日活动主要聚焦三方面内
容：一是聚焦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针对不同主体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法
律普及宣传和教育培训。二是强化农产
品质量安全科普与风险交流，推动提升公
众食品安全素养。三是开展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宣传，展示创建成效，营造农
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念“安全经”，打“优质牌”。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以质量安全促品牌发展，金
字招牌熠熠生辉，影响力日益攀升。金秋
十月，相聚蓉城，随着第三批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市）的正式发布，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这块金字招牌成色更足、底色
更亮。

“国字号”荣誉成色更足

公布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市）名单无疑是此次主题日活动的“重头
戏”。农业农村部自 2021 年起组织开展
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
活动。经认真审核、严格考评，此次活动
现场，北京市延庆区等 86 个创建单位被
正式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河
北省廊坊市等 9 个创建单位被正式命名
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代表的
是农安领域的“国字号”荣誉。为严格验
收把关，确保每个国家“农安县”实至名
归，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专
门组织第三批国家“农安县”创建单位评
估验收进行集中答辩，并经过县市自评、
省级考核、部级复核的创建过程，充分彰
显了国家“农安县”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今天浦江县被正式命名为第三批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这块金色的牌子，就是
最好的口碑！”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副县
长贾珊说。

将时间回拨到 2014 年，为推动整区
域、成建制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
和水平，农业农村部于当年启动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10年来，已累计
有389个县和24个地级市通过达标验收。
不仅有效提升了当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还对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
设，示范带动全国各地全面提升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贡献力量。“以创建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为抓手，就是让县委书记当好一
线总指挥，全面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为
确保‘舌尖安全’保驾护航。”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说。

国家“农安县”为高质量发
展添底色

李庆国是山东省沂南县振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社成立于
2009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老李已成为
当地名副其实的蔬菜种植大户，振民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现有高标准温室大棚586
座、拱棚117个、占地面积1608亩。

此次活动现场，李庆国作为全国唯一
一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生产主体代
表上台发言。事实上，早在多年以前，李
庆国便与“农安县”留下不解之缘，其合作
社的发展也与“农安县”的创建息息相
关。他告诉记者，合作社刚成立的前五
年，由于质量意识不强，主要的精力放在
提升产量上，“那个时候单纯为了提高亩
产量，种植密度高，导致病虫害严重，农药
用量大，加之自控自检措施不完善，产品

时有农残超标问题。”
2015年，沂南县开展创建首批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对生产主体提出了更高
要求。通过对生产主体进行全面指导，使
包括李庆国在内的“种植大户”转变发展
理念和生产方式，强化质量管控，注重品
牌培育，走出了一条“以质量安全促生产
效益”的产业发展路径。

通过绿色转型升级，有机肥施用占
比由原来的不到 20%提高到 92%，用药次
数由原来的 19 次下降为现在的 8 次，用
药量下降 45%。通过建设农产品质量速
测室，配备专业的农残监测设备和技术
人员，实现即时巡查、批批检测。结合县
内全面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合作社为黄瓜佩戴了电子食用农产品承
诺达标合格证，实现了农产品全程质量
安全可追溯管理。

目前，李庆国的合作社年产各类蔬菜
2.3万余吨，年销售收入达到6200万元，入
社群众户均增收5万元，比2016年刚创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时翻了一番。合作
社也成功入选 2021年冬奥会农产品供应
基地、长三角中心城市农产品供应基地。

搭建“农安县”展示经销大舞台

根据 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农
业农村部主题日活动总体安排，10 月
27-30日，第三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与农产品经销企业对接活动同期在成都

市举办。活动现场，全国各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集中展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县创建成果。

“都来瞧一瞧、尝一尝上海的大米。”
在上海展区，“遇见上海”四个蓝底大字格
外“吸睛”。电饭煲内新鲜蒸煮的松江大
米热气腾腾，氤氲的香气吸引了众多观众
前来围观品尝。“之前对上海大米了解不
多，这次品尝了酱油拌饭，确实很香！”成
都市民张先生竖着大拇指笑着说。

在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名
单上，上海市青浦区、松江区成功入选。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监管处副处长陈炎告
诉记者，自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以来，上海市青浦区、松江区在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加强绿色认证
体系上狠下功夫，取得优质成效。“例如松
江区目前绿色食品认证率49.08%，居上海
全市第一；松林猪肉获得上海市首张且唯
一生猪养殖绿色食品认证证书。参加展
销会就是要将‘农安县’多年创建的成果
做集中展示，将更多来自上海的优质农产
品推介给市场，提升上海优质农产品的美
誉度和影响力。”陈炎说。

国家“农安县”带来的品牌效应是显
而易见的，其对于打通优质农产品市场供
应链和链接高端农产品电商同样成效显
著。盒马（中国）有限公司商品品质管理
部总经理周晶菁介绍，盒马在产品源头的
管理中非常注重引用相关的信息作为评
估的条件，在建设“盒马村”的过程中，其
中的一个要求便是将国家“农安县”作为
优先入选的条件进行设置。

“我们现有的 100多个‘盒马村’里就
有 36 个是源自于国家‘农安县’，今天颁
布了第三批的农安县市，我们正积极把这
一部分信息以及资源纳入到盒马整体的
商品引入评估环节，让更多更优质更安全
的农产品走向全国，也让国家‘农安县’创
建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消费者家庭。”
周晶菁表示。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对
接活动共有来自 345 个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的 1194家生产企业推介绿色优质
农产品，150名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现
场签约金额达到 28亿元。“利用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这块金字招牌，助力招引客
商、对外推介，不断强产品、打品牌、拓销
路，为社会提供更多绿色优质农产品。”该
负责人说。

持续擦亮国家“农安县”金字招牌
——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农业农村部主题日活动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每三条三文鱼中就有一条来自青海。
三文鱼对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也只有青海
能养出这个品质的三文鱼。”青海联合水产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淼一边忙着推介
宣传，一边将三文鱼切片摆盘……

秋风送爽，岁物丰成。近日，由青海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举办的“好
产品来自好地方——净土青海 高原臻
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启幕仪式
在北京举行。

借助各类平台渠道的“舟船之力”，推动
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扬帆出海”。正如
青海省副省长杨志文在致辞中所言：“组织
这项推介活动，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融入双循环
格局的突破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实现青海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点。”

启幕仪式上，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
责人介绍了打造输出地工作进展情况。玉
树州、互助县、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
限公司做了产品推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代
表、对口援青省市、首农集团代表经销商做
了表态发言。

颗颗饱满的红黑枸杞、麦香浓郁的青稞
啤酒、肉质醇厚的三文鱼……穿行在展区
内，各类农特产品琳琅满目，现场人流涌动，
省内外嘉宾纷纷点赞青海优质的特色农产
品，各企业积极对接并表达后续合作意向。

“好产品来自好地方”。青海地处地球

“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这里天蓝水清、草绿
地净，良好的生态禀赋滋养孕育着高原的万
物众生，也造就了青海农畜产品天然、绿色、
有机的最大优势。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三江源的生态地
位和生态环境。青海拥有高原上天然绿色
的青稞，纯净的三江之水。”玉树州囊谦黑青
稞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付占华一边
热情介绍产品，一边将黑青稞啤酒倒入杯中
让游客品尝。

来自新西兰的消费者艾伦·霍尔告诉记
者：“我最近去了青海，我真的很喜欢那里的
自然环境、可爱的人还有美味的食物，一切
都很好，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来北京推介，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和体验青海的特
色产品。”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海培育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牛羊肉、
乳制品、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生态、绿色、
有机产品，而北京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
市，对农副产品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通过
本次推介会，集中展示青海独具魅力的高
原现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产品、新成
果，架起了一座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
梁，将进一步提升特色农牧业品牌的核心
竞争力，让更多的青藏品牌走出高原、走
向全国。”

以会为媒、以展会友。据悉，活动现
场签约金额达 11.6 亿元。活动将继续通
过专题推介、直播带货、产品品鉴、电商展
销、培训观摩等多种形式，推介青海特色
优质农畜产品。

“好产品来自好地方”
——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宣传推介会侧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千年河包，百年粉条。”河包粉条是
一种传统的特色美食，起源于重庆市荣
昌区河包镇，拥有 300 多年生产历史。
10月 30日，荣昌发布《河包粉条加工技
术规范》团体标准，为历史悠久的河包粉
条发展注入新能量。

河包粉条在当地被称为“捶出来
的产业”，采用“先成型后熟化”的手工
工艺，通过精选清洗、碾磨成浆、过滤
除渣等十二道工序精制而成，具有弹
糯爽滑、不断条、不浑汤等特点，深受
市场消费者的欢迎。历经上百年传承
发展，河包粉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及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重庆首个镇级区域公用品牌。
截至目前，河包镇成规模的粉条生产
企业共 24 家，全产业链产值已达 7 亿
元，其中出产的火锅粉条和酸辣粉占
川渝两地 80%的市场份额，占全国 40%
以上。河包镇也因此成为著名的“中
国粉条之乡”，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
的粉条集散地。

粉条作为一种常见的食品，其生产
过程中的卫生、安全和质量直接关系到
消费者的健康。为进一步规范河包粉条
生产加工行为，更好地传承其独有的工
艺、风味，推动河包粉条产业高质量发
展，今年 8 月，由荣昌区河包镇人民政

府、荣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荣昌区河包
粉条产业协会等单位共同立项制定了

《河包粉条加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该
标准规定了河包粉条的术语和定义、原
辅料要求、加工技术要求、标志和标签、
贮存和运输。

“《河包粉条加工技术规范》团体标
准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河包粉条传统工
艺的标准化。”荣昌区河包粉条产业协会
会长黄廷刚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宣传贯
彻培训，强化标准实施，制定河包粉条质
量标准，争取上升为重庆市地方标准，建
立完善河包粉条标准体系，开发市场新
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助推粉条产业高质
量发展。

河包镇镇长方勇介绍，红薯粉条因
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越来越受到市场
青睐，速食酸辣粉将成为河包粉条的一
个主要发展方向。河包镇将借鉴广西柳
州螺蛳粉发展模式，以河包粉条为主导
产业，完善红薯粉条全产业链，打造集河
包粉条系列产品、调味品、农业电商和产
品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加工园区。到
2025 年，园区达到年产能 20 万吨，年产
值 3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5
家，带动红薯种植和红薯淀粉粗加工环
节人均年增收 2000元，粉条企业提供就
业岗位 2000 人以上，成为南方领先、全
国一流的粉条生产基地和中国粉条新技
术新产品创制地。

重庆荣昌区河包镇

百年粉条有了新标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文博

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中，江苏省苏州市推行食用农产品产
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强化食用
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
全管控。

坚持源头治理，苏州推动农业生
产方式绿色发展，提升食用农产品安
全生产质量，建成了 4 个全国绿色防控
示范县和全国绿色防控整建制推进
县、81 个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拥有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1181 个，总量
居全省第一。

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
格证制度，苏州要求生产主体上市前须
通过自检或委托检测，检测合格后开具
合格证。同时，督促鼓励市场经营主体
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
农产品，实现带证上市农产品生产主体
年度日常巡查全覆盖，确保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全市 12525个农产品规模生
产经营主体实现常态化出证，各类型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累计出具合格证 1.2
亿张。

以数字政府为依托，市食安委、市
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三个部门联
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用农产品产
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工作的意见》，
打通苏州市农业农村部门与市场监管
局的信息化平台，实行食用农产品产地
准出与市场准入数据共享，构建起区域
性食用农产品质量监管和追溯体系，实
现全市食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
全过程管控。

截至目前，全市 12612 家食用农产
品生产经营主体、27729个产品，已全部
纳入“苏源E码通”监管平台。平台已产
生进销货数据超 7977 万批次，市场快
检、企业自检、行政快检超 1450万批次，
总体合格率 99.97%，处置问题食用农产
品87.2吨。

江苏苏州

产地准出衔接市场准入 食用农产品全程管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黑龙江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
北平原腹地，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
粮食战略后备基地。为宣传推介黑龙江特
色优质农产品和黑土农耕文化，国家地标
馆·黑龙江馆“黑土优品”地标农产品推介活
动于10月31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

近年来，黑龙江省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
转向提质导向，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打好寒
地黑土生态牌。近三年，黑龙江省主要食用
农产品国家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5%以上，建设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 6846 万亩，走出了一条以优质农品带
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子。

“黑龙江农作物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2.1
亿亩以上，粮食综合产能 1500亿斤以上，连

续 13年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方晓华介绍，作为首批试点省份，黑
龙江自 2007年以来扎实开展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工作，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优势，大力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
全省地标农产品达到 168个，授权使用地标
企业 517 家，涵盖大米、大豆、鲜食玉米、杂
粮、食用菌、山特产品、冷水鱼等 10 大类产
品。“这些产品源于黑土地、产自大森林，荟萃
了黑龙江优质农产品精华，形成了生态美、品
质优、品牌响的富民特色产业。”方晓华说。

农产品产得优，更需销得畅。推介活动
上，来自绥化市、方正县等地政府部门及相
关企业的代表推介农产品。

“‘绥化鲜食玉米’气味清香，果皮柔嫩，
甜糯适口，当前，绥化市鲜食玉米核心基地面
积突破100万亩，占黑龙江总面积的近1/2。”

绥化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郭洪祥介绍，
绥化甜玉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铁、锌、硒等
微量元素，现已开发生产真空速冻果穗、速冻
玉米粒、鲜穗、浆苞、玉米汁等产品30余种。

“‘方正银鲫’是方正县独有的特产、松
花江水系名贵经济鱼类,也是世界上独有的
两性型三倍体银鲫鱼种。”方正县副县长高
守星介绍，方正县充分发挥省内唯一国家级
方正银鲫原种场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方正
银鲫苗种繁育为重点的方正银鲫产业，2022
年，投资 5000 万元建设了以育、繁、推为一
体的方正银鲫现代渔业园区，可年产方正银
鲫水花5亿尾。

“庆安县地处‘寒地黑土’核心区，盛
产绿色优质水稻。”庆安县委副书记宋兆
丽介绍，“庆安大米口感香糯，富含多种营
养元素，各项指标达到了国家一级粳米标

准，并相继开发出了 GABA 米、胚芽米、富
硒米等功能食品，广受消费者青睐。‘庆安
大米’品牌价值达到 127.57 亿元，位列大
米类第 2 位。”

“‘东宁黑木耳’以品牌价值 181.9亿元
位列全国名优地标产品100强榜第15名，培
育了山友、北域良人等一批优秀企业品牌。
目前，东宁市创建了 15 万亩全国黑木耳标
准化生产基地，年均种植 9 亿袋，鲜品产量
64.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1%。”东宁市副
市长梁国强推介“东宁黑木耳”。

推介活动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与全
国农业展览馆签署“农产品宣传推介合作协
议”，并为黑龙江省首批进驻 10家企业代表
授牌。活动现场，泉灌有机大米供销、大荒
龙豆粉供销、蜂蜜供销 3个项目签署合作意
向书，意向总金额达770万元。

“黑土优品”香飘国家地标馆

第三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与农产品经销企业对接活动展台现场。

□□ 任燕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
局（市乡村振兴局）组织市、区两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农业综合执法部
门，在高新区（新市区）塞外水乡生态
农场，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共设置了五个环
节。应急推演以“情景带入”和“互动问
答”的方式进行，模拟一起居民疑似因
食用农残超标农产品致中毒事件，应急
响应级别从Ⅳ级上调到Ⅲ级的全过程
推演。

模拟事件发生后，根据市、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启
动应急响应处置工作，市、区联动积极开
展信息报告、事件评估、事件调查、现场
紧急处置、响应终结、善后处置、总结报
告等全环节响应。

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检验并提升了市、区两级农业
执法部门、检测机构处置农产品质量
安全应急处置的协作和配合能力，做
到急而不慌、忙而不乱，确保在事件突
发情况下能够保持沉着冷静，有组织
有次序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做到第
一时间内控制事态发展，将损失及不
利影响降到最低，切实保障了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权益。

新疆乌鲁木齐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