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试行工作。当前，各地以实际行动迅速贯彻会议精神，推进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探索构建以合格证管理为核心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合格证是上市农产品的“身份证”，是生产者的“承诺书”，是质量安全的“新名片”。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全国共开具了370万张合格证，附带合格证上市农产品248万吨，有力有效地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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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风险 保质量

双孢蘑菇全程质量安全控制指南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上海）

山西
“晋祠大米”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

近日，在山西太原晋源区晋祠镇花塔村育秧大棚内，一条自动
化育秧生产线正不停地运转。经过播施底土、喷淋给水、播撒种
子、覆盖浮土后，育秧盘通过传输轨道被送至大棚内。这是太原市
水稻种植首次大规模采用机械自动育秧生产新技术，这意味着晋
祠大米标准化生产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晋祠大米产于太原晋祠镇一带，2010年，原农业部批准对“晋
祠大米”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今年以来，晋源区按照

“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经营、
品牌化打造”的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晋祠大米帮扶政策，包括培育
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施用有机肥；加大水源地保护，完善灌溉水
渠、田间道路配套建设，推广机械化生产作业；聘请农业专家进行
田间管理；统一现代化加工、包装，全面实施晋祠大米质量标准化
生产，极大地调动了稻农种植积极性，今年全区计划再增加种植面
积1000亩。 沈赓前 黄永建

□□ 本报记者 黄慧

连日来，山东青岛田瑞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每天有12吨带有“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新
鲜鸡蛋，被运往青岛各大超市、学校及大型餐
饮服务单位。

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后稷家庭
农场，检测员完成农产品检测后，所有信息都
会自动上传检测平台生成合格证。随后，这些
农产品会贴着“乐安农产品”标签进入市场。

今年以来，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试行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的工作部署，山东在全
省范围内全面推进合格证制度。截至目前，
全省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数量已达 100余
万张，有效保障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
产品质量安全。

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在1月印发的《山
东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
要求，该制度的试行主体为食用农产品生产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同时鼓励
小农户参与试行。试行品类为蔬菜、水果、畜
禽（活畜活禽）、禽蛋、养殖水产品。合格证的
内容包括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重量）、种植
养殖生产者信息（名称、产地、联系方式）、开
具日期、承诺声明等信息。

山东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行动，加强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指导和培训宣传，探索
多种有效形式，推动生产主体主动出具粘贴合
格证或随车附“证”进入流通环节。

早在今年2月，莱西市就开始推广试行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所有客商购买我们的
产品，都会给他们出示合格证，我们借着这次
合格证的使用，严格抓安全生产，确保每一件
从我们园区出去的农产品不出安全问题。”莱
西小院村草莓园区负责人张志强说。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由生产者自行开具，
自我承诺。合格证一式两联，一联出具给交
易对象，一联留存一年备查。”莱西市农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王庆东介绍，为了确
保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真实有效，莱西市将开
具合格证纳入农业生产单位日常巡查检查内
容，同时加强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和对即将
上市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检测频次。对于发现
的承诺合格而抽检不合格的农产品，依法严
肃查处，同时帮助生产者查找原因及问题整
改。对于虚假开具合格证的，记入信用管理
体系档案。

淄博市近日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目前已实现蔬菜、水果、畜禽（活畜活禽）、
禽蛋、养殖水产品全覆盖，并且积极引导小
户、散户参与试行，形成明确、可操作性强的
试行方案，保证小农户责任落实和产品销售
渠道畅通。

“我们鼓励借助已有信息化平台开具电
子合格证，鼓励支持统一印制派发，由规模化
生产主体自我填写激活使用，镇村或统一合
作组织配备电子设备，小农户集中开具合格

证等。”淄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山东省财政已专门安排推进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专项资金，淄博将严格落实好监管
责任和属地责任，根据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分
配资金安排，保障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专
项资金专款专用。

为高质量、可持续推进制度试行，4月 10
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全面推进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工
作推进形势，要求坚持全面性、系统性原则，在
完善合格证制度推行主体对象库、创新方法手
段、信息精准化数字化上下功夫，推动山东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再上新台阶。下一步，山东
省将强化监督检查，对于未实行合格证制度的
主体和产品，一律不准予参加各类展示展销
会，一律不准予参评各类品牌和奖项，一律不
给予项目支持，一律不推荐为标准化基地、养
殖场等示范主体，一律不准予申报绿色食
品、无公害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等。

双孢蘑菇是全球栽培范围最广的食用
菌，它是生长在粪草发酵料上的一种伞菌，
属蘑菇科，蘑菇属。双孢蘑菇的栽培方式
有菇房栽培、大棚架式栽培和大棚畦栽等，
产量排在我国各类食用菌品种的第五位。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
室（上海）根据生产基地调研情况，从质量
安全生产实际出发，提出了双孢蘑菇全程
质量安全控制指南。

产地环境
选择在交通方便，水、电供应便利，地

势高燥，地质较硬，接近充足清洁水源又易
排水、无旱涝威胁的地方，合理布局，堆料
场应在下风口。

栽培基质
栽培原辅料应干燥、纯净、无霉变、不

结块。在放置过程中应通风换气，保持贮
藏环境干燥，防止原辅料生蛆和霉烂变
质。主料包括：麦秸秆、稻草、牛马猪粪、鸡
粪、饼肥等；辅料包括：尿素、过磷酸钙、石
膏粉等。栽培覆土一般为河泥砻糠土、稀
泥砻糠土、草炭土等。根据当地原料资源
情况，建议因地制宜选用栽培基质。

菌种
选用优质、高产、抗性强、适应性广、商

品性状好的品种，并经示范试验，菌种质量
应符合相关规定。

栽培管理
播种期确定
工厂化生产播种时间，根据生产安

排，随时播种。传统生产播种时间，根据
天气条件、品种特性，以当地平均气温降
至 18℃以下的始期为准，倒推 35～40天为
播种时间。

预湿
将稻草、麦秸秆逐层预湿，每层厚20～30

厘米，堆高不超过 2 米，浇水持续 2～3 天，
使草充分吸水5～6天。粪类辅料晒干后加
适量水后堆起来，使含水量60%左右。

一次发酵
一般安排在播种前 25 天进行堆料。

观察草粪干湿度，可适量补水，以建堆后
有 少 量 水 渗 出 堆 外 为 好 ，料 温 控 制 在
70℃～85℃。培养料从堆制到进菇房，一
般翻堆 3 次，每次翻堆把下层的料翻到上
层，四边的翻到中间，粪草充分抖松、拌匀。

一次发酵后腐熟程度五至六成，颜色呈浅咖
啡色，草料有较强抗拉力，弹性足，略有氨气
味，含水量65%左右，PH值7.8～8。

二次发酵
工厂化方式：培养料均匀装入二次发

酵隧道内，进行二次发酵，使料温逐步上
升至 56℃～60℃，并保持 8 小时，再进行
65℃左右巴氏消毒 6 小时后，将料温降至
45℃～50℃，保持4～5天。

菇房方式：趁热迅速将培养料均匀堆
放到床架上，厚度35厘米左右，根据培养料
干湿度适当补水。封闭菇房，采用蒸汽加
温，在24小时内使温度升到56℃～60℃，维
持20小时，开窗通风降温，逐步将温度降到
50℃～52℃，维持 48 小时后，停火自然降
温，降到 40℃～45℃可以开窗降温。根据
料 面 干 湿 度 适 当 补 水 ，待 料 温 度 降 到
28℃～30℃播种。

二次发酵结束时培养料颜色变为褐

色，质地疏松柔软有弹性，粪草混合均匀，
可观察到大量白色放线菌遍及整个料层，
无氨臭气，有略带甜面包气味的香味，含水
量 65％左右，PH 值 7.4～7.7，无病虫、无粪
块、无异味。

播种
工厂化方式：在上料时同时自动化混

合播种，播种量控制在栽培料的0.5%左右。
传统方式：料层厚度在25厘米左右，先

将菌种总量的2/3均匀撒在培养料上，轻轻
抖动，使菌种颗粒均匀渗入培养料内，然后
将其余1/3菌种均匀撒在料面上，用消过毒
的木板轻轻拍压，使菌种与培养料紧密接
触。容量750毫升麦粒菌种瓶，播种量为每
平方米1～1.5瓶。

覆土
采用河泥砻糠土、稀泥砻糠土、草炭土

等，应进行药剂消毒或蒸汽消毒。当菌丝发
满料层时进行覆土，一般在播种后 15～20

天。覆土时菇房适宜温度为 20℃，遇到持
续高温要推迟覆土。采用一次覆土，覆土
厚度3.5～4厘米，覆土顺序先粗后细。

出菇管理
播种后2～3天内以保湿为主，少通风，棚

内相对湿度保持在85%～90%。3～4天后菌
丝定植，逐步加大通风量，但仍以开背风窗
为主。7～10 天后菌丝封面，要加大通风
量，昼夜打开全部门窗，降低菇房湿度至
75%～80%。一般播种后 18～20 天菌丝可
发菌到料底。

覆土约 12天后，菌丝在覆土中充分蔓
延，长至适宜部位时，喷洒结菇水，喷水量
以土层吸足水分不漏料为准，同时通风量
比平时大 3～4 倍。出现黄豆大小的菇蕾
后，加大喷水量，持续通风，保持室内相对
湿度90%～95%。

采收
根据市场消费需求，采收相应大小的

双孢蘑菇。采菇时，动作需轻盈，不要带动
过多的覆土。鲜菇要轻拿轻放，用小刀削
去菇柄基部，及时分级销售与加工。

病虫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重点抓

好菇房、器具、材料消毒，培养料发酵，禁止
使用国家已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

病害有湿泡病、褐斑病、枯萎病和干
腐病等。一般推广使用二次发酵法，利用
巴氏消毒杀灭有害霉菌，培养料发酵时防
止堆温偏低或过湿。发菌和出菇期间，挖
除染有杂菌的培养料，再撒生石灰粉覆盖
病区。

虫害有跳虫、菌蚊、螨虫等。一般菇房
门窗用窗纱封好，防止成虫飞入产卵，用 3
瓦黑光灯诱杀成虫。菇房要经常清扫，搞
好卫生，杜绝虫源。

采后贮运
冷藏温度根据贮藏和运输周期在

0℃～5℃范围内适当调整，冷藏环境最适
相对湿度为90%。采用冷链运输，确保制冷
设备保持良好工作状态，使新鲜双孢蘑菇
保持恒定低温状态。

包装标识
运输和产品的包装应符合相关规定。

双孢蘑菇在包装箱应固定良好，防止运输
途中晃动造成损伤。

山东聊城“许营西瓜”效益好

4月16日，天气升温，在山东省聊城高新区许营镇贾庄村成方
连片的西瓜大棚前，贾宝堂高兴地忙碌着，他种植了 3亩多“小礼
品瓜”长势喜人。“再有十几天，西瓜就要上市了，我这些瓜净收入
得12万元多。”贾宝堂兴奋地说。“销售都不用出家门，到时全国各
地的客商陆续前来收购，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地标品牌。”在场的
贾庄村支部书记、山东铁女农业科技园总经理周桂英接过话头。

周桂英说的地标品牌是当地享誉四方的靓丽名片——许营西
瓜。在被认定为“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的基础上，许营西瓜又
获绿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成
为带动一方的支柱品牌。

许营镇党委书记刘志坚介绍，全镇耕地总面积约 5.4万亩，仅
大棚西瓜种植面积就达 3万亩，年产出西瓜超过 15万吨，收入达 3
亿元，占农业收入的60%多。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聊城高新区科学引导许营镇充
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面落实管理责任制,与国家蔬菜研究中
心、山东省农科院加强技术合作，积极实现由传统种植模式向绿色
种植方向转变。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供药、统一栽培方案、统
一技术指导，户与户之间签订“五户联保”责任书，不施用高残留化
肥，尤其是在西瓜上市前一个月内严禁农药，并及时做好田间档案
记录，进行农药残留速测，指标合格后方可上市。

目前，聊城高新区实现了产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和“以销
促产”的良性循环。“许营西瓜”标准化带动了产业化，形成一支庞
大的经纪队伍。全镇从事西瓜经纪的瓜农已达1100多人，连接起
了许营产地市场和京津冀地区的大中型瓜菜市场。

王含冰 沈晓星 文/图

四川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两个名单”制

4月 16日，笔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后，四川省将逐
步建立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两个名单”制度，即“重点监控名
单”和“黑名单”。其中，“黑名单”的处罚措施更多更严，连续三次
列入者，将被终身限制农产品领域生产。

据了解，农产品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其他主体，如存在农药、
兽药残留超标等情形，将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单”。农产品生产主体
在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单”后拒不整改、产品质量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和伪造或冒用绿色食品等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

今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布列入“两个名单”的
农产品生产主体，并向省级相关部门和市（州）通报，对其实施联合
惩戒。被列入前述“两个名单”的生产主体，将会受到划出涉农项目
资金、取消扶持政策和税收减免、取消已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资质等
处罚。而情节严重者，还将被列入失信名单等惩处。 王成栋

□□ 严伟 贾力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开始全面试行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让农产品“带证”上市，让
消费者“认证”消费成为新常态。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香菇产业基地，泰
州市鸿程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2019 年
加入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成
为泰州市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先行试点企业。

4月18日下午，笔者在合作社看到，工作
人员正往一筐筐准备发货的香菇上贴标签。
根据要求，他们把每一批采摘的香菇进行抽
检化验，并将化验结果上传至平台，然后通过
平台打印带有追溯码的合格证。

这个追溯码就相当于这批香菇的“身份
证”。消费者拿起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香
菇的生产数量、采摘时间以及检测结果。同
时还有生产企业对消费者做出的承诺，比如

不使用禁限农药、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不
使用非法添加剂等。

“贴了标签后，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产品品
质承担责任。我们是这么承诺的，也是这样
做的。”鸿程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
陈余彩说，“现在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更放
心了，这对打造品牌很有好处。”

目前，姜堰区入驻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的生产经营主体已有 74家，溯源
产品 135个，已累计打印使用 34万张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带证销售农产品700多吨。

据泰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3 月份，泰州全面启动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制度试行工作，全市一季度新增入驻省农
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主体 147 家，试行的品类
包括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和养殖水产品。
泰州市力争到今年底，合格证试行主体、试行
品类覆盖率达到60%以上。

日前，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多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区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经
过公司农残自律性检测或委托检测合格后，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具了蒸湘区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并贴在采摘包装好的新鲜蔬菜上，它们带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被发往各个超市、市场。据
了解，蒸湘区现已全面推广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着力从种植养殖源头严把食品安全关。
这标志着蒸湘区各类食用农产品将逐步实现“带证上市”，开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图
为惠农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往香江百货的蔬菜产品合格证。 谭倩 刘巧兰 摄

□□ 本报记者 王小川

常去菜市场买菜的消费者发现，相比以
往，不少蔬菜的包装上加贴了一个证书：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据了解，根据农业农村部部
署，目前，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正在全国试
行，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新模式。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主要指生产者在
自控自检的基础上，自主开具合格证，承诺其
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国家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强
制性标准。据悉，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建立合
格证制度与农业项目补贴、示范创建、品牌认
证等机制挂钩，对率先试行合格证的种植养殖
生产者提供政策倾斜和项目支持。

为助力政府部门快速推进制度实施，作
为国内权威的第三方全要素质量数据公共服
务平台，由浪潮集团打造的质量链利用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研发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落
地解决方案。

农产品生产主体多且分散，个体农户质
量意识参差不齐等问题是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实施中的痛点。对此，浪潮集团质量链事
业部总经理商广勇表示，质量链基于浪潮云
和 IBS区块链平台，汇集全方位数据，建立合
格证企业服务和政府服务平台，聚焦合格证
制度实施和监督考核，面向政府、企业、消费
者等不同用户，提供主体管理、产品管理、电
子合格证分发、查验、留存，质量查询等服务，

实现合格证制度在当地的快速部署推广，打
造放心消费环境。

商广勇介绍，针对当前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推广中的主体特点和诉求，质量链设计了

“一轻一重”推进策略，分别通过“质量链合格
证”小程序和企业服务平台实现。大型农产
品企业可以利用企业服务平台，方便地宣传
展示自身质量管理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便
于消费者信任并购买。

对消费者而言，质量链提供“一码查”质量
查询服务。消费者通过质量链小程序、扫描合
格证上的质量链码，即可查看产品的电子合格
证和更多质量信息，能够明明白白消费。

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引导本地企业使用

质量链平台，可以汇聚企业主体、产品质量
等数据，建立动态主体目录，便于监管部门
及时了解本地合格证制度推进情况和产品
质量情况。

质量链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将电子合格证
等数据写入区块链形成电子证据，在发生质
量安全问题时，可以快速确责追责，便于事中
事后监管。依托区块链多中心化的结构，打
造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参与、共治
共享的质量共治生态，推动提升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商广勇告诉记者，目前，质量链已
在全国 30个省份、107个地市实现落地，2400
余家知名品牌企业上链，在平台运营及政府
企业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山东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100余万张

江苏泰州

农产品“带证”上市 消费者更放心

浪潮集团运用区块链、大数据打造质量链——

为合格证落地提供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