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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动态资讯

□□ 本报记者 黄慧 文/图

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片叶
子 ，金光闪闪，声名远扬。云茶，越来越成为
云南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有资料显示，
2018 年，云茶发展呈现“面积产量稳定，质量
效益稳步提升”的良好局面，综合产值达 843
亿元。而普洱茶作为云茶的核心，是云南特
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是享有盛誉的一块“金字
招牌”。2018 年，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 64.1
亿元，连续两年居“中国茶叶公用品牌价值”
榜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洱茶如何走向
品质时代？云南省提出要完善普洱茶生产
加工各环节的全程监管，构建起“从茶园到
茶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让消费
者买得放心、品饮舒心，“擦亮普洱茶金字招
牌”，将“普洱茶”打造成为“中国茶业第一品
牌”。近日，记者走进普洱茶行业的领军品
牌企业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有限公司
（简称七彩云南茶业），管窥云茶的“产出来”
和“管出来”。

源头把控
第一车间建在古茶山上

为从源头抓好普洱茶产品质量安全，加快
云茶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云南省确定了
云茶产业“以有机为引领、以绿色为主导”的发
展思路。去年制定出台云茶产业绿色发展行
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实现全省茶园全部绿
色化，有机茶园面积达到150万亩以上。有机
茶园面积居全国第一，茶叶绿色加工达到一流
水平，茶产业综合产值达1200亿元以上。

美丽的西双版纳勐海布朗山乡是普洱茶
优质原料的核心产区。2006 年 9 月创立的七
彩云南茶业的万亩有机茶园便坐落于此，整个
茶园呈现出茶树成片、道路成网、园地成块、梯
层等高、茶行成条、林木成行的独特庄园式风
光。“这片茶园可是我们用镰刀除草，用锄头挖
地，纯人工开垦出来的。”基地指挥部经理张鸿
飞说，尽管人工开挖的成本很高，但使用机械
是没有办法做到草料、树叶自然分解，土壤阳
光杀毒等有机种植步骤。

公司成立之初，七彩云南就确定要建立茶
叶全产业链，首先就是要做好对茶叶原料的把
控。 七彩云南茶业董事长任怀灿坚持，做茶
的“第一车间”应该在古茶山头，成立原料基
地，从上游起严格把控产品品质。

依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全
方位技术指导，茶园从 2007 年开建初期便严
格按照“等高开梯，表土回沟”的原则进行开
垦，让表层丰富的有机质为茶苗的生长提供营

养。在茶园四周种植防护林，茶园地表种植豆
科植物，形成上中下茶园立体生态结构，使茶
园的生态系统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研究员陈宗懋先生把工作站建在了七彩
云南，多次亲临指导茶园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把加强“绿色防控”放在首位，在茶园中施有机
肥，辅以微生物肥料、天然矿物肥料和有机叶
面肥，并开展茶树病虫害的无害化治理。

经过艰辛开垦、合理规划，茶园目前已经
成为“普洱茶生态茶园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基
地”“国家植物保护新品种紫娟繁育与示范基
地”“高香优质良种无公害茶基地建设基地”
等。冰岛、老班章、南糯、景迈、紫娟、佛香等名
优茶种尽收园中，这里俨然成为云南茶树“大
观园”。

古树茶是普洱茶最大的资源。深山野林
出好茶，只有成片分布，受阳光漫射，树龄在一
百年以上的古树茶鲜叶才能入“味”。除自建
有机茶园基地外，七彩云南的专业原料品控团
队寻遍版纳、临沧等古茶山核心产地，采取“企
业+农户”的形式，常年驻扎，严格把关原料品
质。目前，公司已经与上百家茶叶初制所建立
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辐射云南 20 万亩优质
高山生态大叶种茶园。优质的原料解决了源
头上的品质问题，每年充沛的毛料供应也为产
品生产加工提供了保障。

规范生产
按制药厂标准建加工厂

“初制所都是按照目前现代化标准加工工
厂模式建盖，全程操作方法茶叶不落地、不沾
灰。初制的每道工艺，如鲜叶的摊晾时间、杀
青温度、揉捻时长等都严格把控，真实呈现纯
正的山头味。”七彩云南茶业总经理田军告诉
记者，他们严格按照制药厂的标准设计建造了
勐海和昆明两个科技化和标准化的茶叶工厂，

“拥有了好的原料，必须要求生产规范化，这是
普洱茶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他们还在 2014
年建立了高于国家普洱茶标准的首个企业普
洱茶综合标准，为自身的生产环节提出了更严
谨、更规范化的一套技术指标和操作规程。

七彩云南在昆明经开区的茶叶总厂不定
期实行“茶厂开放日”，公众可以进行实地体验
和交流互动。记者进入七彩云南昆明茶叶总
厂车间前，就被头套、白大褂、鞋套全副“武装”
起来，还要在消毒间洗净烘干双手方可入内。
车间地面统一采用药厂常用的自流平，光滑、
无缝隙。厂房内的角落都是弧形的。“这是为
了便于清洁和消毒，避免了直角所产生的不易
清扫的死角。”七彩云南茶业副总经理方良魁
解释。

“开放的自信源于严苛的品质要求。七彩
云南普洱从采摘到成品要历经 18 道工艺环
节、137 道品质控制细节。按照 ISO9001 国际
质量管理体系、HACCP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来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的 31 项理化指标
进行严格控制。我们与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等专业机构达成深度合作，定期将产品送
检，连续多年对每批产品进行抽查检测，均为
合格产品。”方良魁自豪地讲解。

普洱茶如红酒，需要一定时间的贮藏才能
等到最佳适饮期。田军说，单有年份的茶不等
于好茶，普洱年份老茶专属的“陈”与“香”须建
立在原料、时间、仓储环境、温湿度等多个维度
得以标准保障并共同效力的基础上。因此七
彩云南茶业在2012年将普洱茶仓储服务这一
板块正式纳入整个产业链，首创了“24 小时×
360°”的茶管家式服务，并创建“普洱茶生命
指数”，注重普洱茶的专业陈化，逐年限量开
仓，打造出品藏皆宜的经典老茶。

七彩云南茶业以创新的全产业链模式入
选2019年绿色食品“20佳创新企业”名单，“庆
沣祥”正山古树普洱茶（生茶）入选 2019 年云
南“10大名茶”。

一品一码
买茶不再“雾里看花”

“普洱乔茶，滇南奇葩。千年古树，云雾嫩
芽。色香味美，天下皆夸。”饮一杯冰岛古树

茶，香气随着茶汤入喉，冰糖甜、鲜嫩枝叶的清
香、果蜜香弥漫整个口腔。消费者如何才能真
正寻觅到货真价实的古树茶？长期以来，如何
辨别一款普洱茶的真假、好坏，以及如何判断
普洱茶的价值，一直是困扰广大消费者的难
题，由此既影响普洱茶品牌形象，也降低了消
费者的消费信心。

“目前古树茶市场的最大困惑，在于‘真’
这个问题。”田军说，今年的云南茶博会上，七
彩云南茶业首发“七彩云南庆沣祥古树普洱茶
企业标准”，该标准围绕“保真”展开，核心就
是要能够“溯源”，通过“标准”实现古树普洱茶
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

以往买茶就像中医问诊一样，“望闻问切”
一样都不能少，门道不足则难辨优劣。而此次
七彩云南茶业首发的这个标准明确规定了古
树普洱茶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产品流向管理，要
求采用“一物一码”“一品一码”的形式，给每一
份普洱茶贴上了一个“身份 ID”。采摘的古树
茶究竟来源于哪个村落山头，生产用水是否合
格、微生物是否超标，专家对茶叶盲样进行审
评的结果如何？用手机扫描一款产品包装上
贴着的“云茶标”二维码，就能看到该款茶叶的
溯源档案。

云南提出打造绿色云茶品牌，要求加大云
茶产地、加工、流通、销售全过程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体系建设，到2019年底，全省规模以上
茶叶企业建立二维码标识，实现全产业链质量
可追溯。田军说，他们只不过先行了一步，让
消费者买茶时清清楚楚，不再“雾里看花”。

茶园到茶杯 全程“看得见”
——从七彩云南茶业观云茶全链条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七彩云南昆明总厂，工人在包装茶饼。

“近年来，我们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趋势，大力推进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加快构建
以盱眙龙虾为引领的‘1+N’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累计创建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45万亩，获得
绿色及有机食品认证农产品达 68 个，获批中国
驰名商标 2件、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11件。”近日，
2019年苏台现代农业与生物科技论坛绿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创建分论坛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举行，盱眙县委书记梁三元在会上介绍。

源头可追溯
农产品来去“有踪影”

盱眙县小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集虾稻种
养、贸易、深加工、科研与技术服务于一体。“我
们有 1950亩的虾稻综合种养基地和 2万亩的合
作农场，按照溯源体系模式要求，全过程对水
质、产品质量进行监控，亩产稻谷500公斤、龙虾

100 公斤，龙虾米每公斤销售价格最高达 30 元，
亩均增收2000-3000元。”公司董事长段德峰说。

产品好不好，源头很重要，绿色农产品离不
开绿色的生产环境。该县投入近1000万元对13
个镇（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给予补助，支
持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实验室、田头检测
室，添置快速检测仪器、追溯管理设备、流动检
测监管工具等，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盱眙县积极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为每
批次上市农产品出具全省统一的入市追溯凭证
及追溯码信息，让农产品挂上“身份证”。产品上
市后，消费者只要通过手机扫描产品二维码，便能
追溯产品信息、企业信息和监督检验信息。

生产绿色化
农产品品质“呱呱叫”

“‘龙诚田园’产出的农产品品质很高，特别

是葡萄、火龙果在南京市场很受消费者青睐。”
在盱眙县穆店镇“龙诚田园”农场，来自南京的
水果批发商刘先生评价道。

该县本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发展以生态虾稻、高效园艺为主导的“1+1”现代
农业产业，依托“一村一品一店”创建，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模式。通过推广“虾
稻共生”，创新建立“种草养虾、养虾有稻，稻法
自然、生态循环”综合种养模式，沿洪泽湖大道
10万亩虾稻共生示范园创成省级园区，管仲、黄
花塘入选江苏首批“味稻小镇”，打造了“盱眙龙
虾香米”新品牌。

监管培育并举
“盱农优品”叫得响

前不久，笔者在江苏红胖胖龙虾产业集团
生产车间看到，打包生产好的各种口味真空包

装龙虾共1350箱，正准备发往加拿大。
盱眙县注重农产品品牌的打造，2018 年，

成功申报并获批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
准化生产基地，创建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基
地面积达 45 万亩。按照“突出保护、加强监
管、注重培育、递次推进”要求，突出盱眙龙
虾、盱眙龙虾香米、淮河蔬菜、观音寺西瓜、福
标蜂蜜等主要农产品和区域特色、优势产品，
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形成以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为主，产品品牌、企业品牌融合发展的品牌
建设新格局。

据统计，该县申报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地理标志产品共 95 个。“盱眙将紧密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放大农产品品牌效应，以‘盱
农优品’的优质形象推动农产品企业强化质
量意识、竞争意识和品牌意识，打造契合盱眙
农业特色的绿色农产品品牌。”盱眙县县长朱
海波说。 姜彩兰 余海潮 范琳

质量特报

绿色品牌成为盱眙农产品最靓底色

8 月 29 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
息平台在湖北全面推广应用。这将实现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既可以追溯到“田间”，还可以追
溯到“车间”和“餐桌”，更有力确保了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当 农 产 品 进 入 国 家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追
溯管理信息平台后，拿起手机扫一扫农产品
包装上的追溯二维码，这个产品生产过程和
销 售 情 况 全 都 呈 现 了 出 来 。 国 家 平 台 技 术
支撑单位负责人陈龙翔告诉笔者，当湖北平
台 与 国 家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追 溯 管 理 信 息 平
台对接后，获取主体内部农产品生产过程追
溯 信 息 ，可 以 实 现 追 溯 管 理 到“ 田 头 ”，“ 对
于企业来说，通过使用国家平台，可以使用
追 溯 码 提 升 产 品 竞 争 力 。 消 费 者 可 以 通 过
扫描国家平台的二维码查询到产品的信息，

包括内部追溯信息，比如说生产过程，增强
公众消费的信心。”

目前，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已率先启动
运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接下
来，湖北省将加大信息化追溯硬件的投入力
度，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规模化农产品生
产经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
产经营主体全部纳入追溯平台，保证农产品以
二维码、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产地准出证明等
标识上市销售，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李琛说，“推广这个平台一
是有助于约束市场主体，开展生产全过程记
录。二是有助于追溯产品出来到批发市场之前
的追踪，保证质量安全的可控性。三是有助于
找出问题的源头，产品质量出问题后我们可以
通过系统倒查。” 李丽 胡曼

湖北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9月7日，山东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南贾家村第四届蜜桃采摘节开幕。近年来，北宋镇通过全
村统筹和项目支持，投资480多万元，高标准打造了480亩的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区，进行绿色防
控、水肥一体化生态种养建设，“黄河滩蜜桃”成功申请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园区被评为“东营市
第四批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图为游客正在采摘蜜桃。 徐利平 林娜娜 摄

黑龙江
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超8000万亩

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消息，黑龙江省全面开创龙江
农产品的质量时代，打绿色有机优势牌，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促
进优质农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市场。

从种植源头上，黑龙江绿色有机食品种植面积达到 8046 万
亩。其中，黑龙江省建设了 16 个中国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县，
种植面积为1098.4万亩。同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该省还建设了
1600个“互联网+农业”高标准示范基地，种植面积达424.6万亩。

从绿色农产品追溯体系上，黑龙江对绿色农产品实行“全程可
追溯”，大力完善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推进质量安全智慧化监管，
推动已认证或登记的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全部实现入网追溯，
构建起“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黑龙江省农产品国检总体合格率达98.78%。

从品牌建设上，黑龙江推进品牌规划布局、标准制定和评选认
定，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机制。2018年，黑
龙江开展农产品十大区域公用品牌和十大企业品牌评选活动，“五
常大米”品牌价值达677.93亿元，位列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综
合排名第6位，中国大米类第一位。今年，五常大米的营销网络已
覆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200多个城市，做到线上线下整合传
播，品牌知名度攀升，力争达到世界领先大米生产标准，打造中国
大米第一品牌。

从政策扶持上，黑龙江鼓励出口企业建立农产品原料基地，支
持企业开展国际产品认证、检测能力建设和国际市场开拓，让更多
绿色的农产品被世界“看见”。目前，全省有2700个有效使用绿色
食品标识产品，600个有效使用有机食品标识产品。 王妮娜

稻鱼、稻鳖共养迎丰收

进入秋季，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
社将要迎来收获季节。2018年开始，该合作社在250亩水田内尝
试稻鱼、稻鳖共养模式，水田不施农药和化肥，放养乌鳢鱼和中华
鳖，形成立体化生态链，生产的稻米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
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目前，稻鱼和稻鳖共养的亩产值分别达到
8000元和1.2万元，科学种养方式改变了当地农业的生产模式，也
让农田实现了增产增值。图为合作社负责人孙建龙在稻田里抓起
一条乌鳢鱼查看长势。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冷冻肉也需注意保质期

□□ 张瑞英 赵琳 王冰 兰静

冷冻肉通常处在零下18℃以下，在这个温度下，微生物的生长
和增殖都受到抑制，且低温还能抑制食品自身化学反应和一些酶
类反应。所以，冷冻肉是可以存放较长时间的。

在我国，有标准对一些冷冻肉的保存期进行了规定。对于冻
牛肉，国家标准规定是：冻分割牛肉可贮存在低于-18℃的冷库内，
但贮存期不宜超过 12 个月。在水产肉类方面，国家标准规定：冷
冻水产品应包装完好地贮存在-15℃至-18℃的冷库内，但贮存期
不得超过9个月。

不同冷冻肉品保质期不同，具体保存时间可参考以下表格。

国外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推荐规
定，新鲜肉类和禽类不超过 1年，新鲜鱼类贝类不超过 6个月。通
常来说，常见肉类的冷藏时间都不宜超过1年。

即使是战略储备物资，也会有时间方面的规定。我国在 2007
年颁布的《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冻猪肉原则上每
年储备 3轮，每轮储存 4个月左右；冻牛、羊肉原则上不轮换，每轮
储存8个月左右。

如何辨别过期冷冻肉？
看色泽
优质的冻肉通常呈白或鲜红的颜色，而过期或腐坏的陈年冻

肉则呈黯哑的颜色，通常表现为发黄或发黑。而且因为长时间冷
冻储藏和保管不当，有的表面会凝结附着较硬的冰块。

看含水量
脱水腐坏的陈年冻肉，通常会出现脱水的状况，表面会比较干

和粗糙，有的还会因为干燥而发白。
看手感
质量好的冷冻肉较干燥，肉质紧密，解冻后有一定的硬度和弹

性，而变质的冷冻肉解冻后肉质松弛没有弹性。切开时，质量好的
肉切面微微湿润但不粘手，变质的冻肉则切面过度潮湿、发粘。

闻味道
新鲜的优质冻肉闻起来没有任何异味，质量次之的肉可能会

稍有氨味或酸味，而完全变质的冻肉则可以闻到严重的氨味、酸味
或臭味。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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