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县丰农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礼县丰农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宿迁市春朝禽业有限公司
宿迁市春朝禽业有限公司
宿迁市春朝禽业有限公司
韶山市四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麻阳苗族自治县洞溪长生红心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萧县王恒家庭农场
章丘市程成晚秋黄梨专业合作社
长阳宏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长阳宏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振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六安振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双峰县洪山殿镇贤才果蔬专业合作社
龙口市春牧农场有限公司
临清市世纪花园家庭农场
临清市世纪花园家庭农场
临清市世纪花园家庭农场
泾川县罗汉洞乡泾鑫果品专业合作社
泾川县宝成彩虹果品家庭农场
庄浪县寺达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
濉溪县五沟镇天从葡萄产业园
甘肃广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颍上县聚友葡萄农庄
河南省蔬丰实业有限公司
定西三丰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西明发马铃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瑞洲食用菌有限公司
重庆瑞洲食用菌有限公司
长乐市青禾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长乐市青禾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长乐市青禾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长乐市青禾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南充市顺庆区惠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绿洲硒甜瓜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鸣沙镇文兴硒砂瓜购销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白马红硒砂瓜专业合作社
临澧县朱伦桥三品水果专业合作社

巢湖市烔炀镇凤凰家庭农场
南陵县绿诚芦笋种植家庭农场
砀山县优菓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尤溪县桂峰金盛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尤溪县桂峰金盛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生心果园
诸暨市可甜家庭农场
六安市裕安区莲花庵农业生态园
罗庄区丰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滨州经济开发区安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宿迁市宿城区新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宿迁市宿城区新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宿迁市宿城区新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冈县六池河畔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县勇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台州曦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曦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妃甸区绿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妃甸区绿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妃甸区绿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周至联诚果业有限公司
永顺县万马归朝土特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五河县薛西湖家庭农场
新沂市南山下家庭农场
新沂市南山下家庭农场
新泰市谷里镇刘帅家庭农场
东阳市树桃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奉化王鹤农庄（普通合伙）
德州市陵城区尚德种植专业合作社
德州市陵城区尚德种植专业合作社
德州市陵城区尚德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县明亮家庭农场
开县明亮家庭农场
莒县凤凰山弘丰杂粮种植专业合作社
泾川县丰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市金安区绿色沁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金安区绿色沁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金安区绿色沁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泾川县同发果蔬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甘谷县植森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瑞津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瑞津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瑞津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瑞津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瑞津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辰溪千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辰溪千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辰溪千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滦县乐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忠县易蓉家庭农场
山东味如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冬碧水果种植家庭农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冬碧水果种植家庭农场
重庆市綦江区康尔蓝莓有限公司
重庆聚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掖市甘州区金满园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马子塘翠玉梨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农高区盛之丰姜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俊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益群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甜农业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甜农业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甜农业专业合作社
安徽品香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品香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品香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品香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县成林晚秋黄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尤溪县管前镇真地村老虎垅家庭农场
融安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融安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融安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守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舟山市定海区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定州市喜民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五得利集团禹城面粉有限公司
永清县绿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清县绿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清县绿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清县绿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兰州贯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兰州贯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兰州贯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兰州贯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五丰生态发展（赣州）有限公司
五丰生态发展（赣州）有限公司
广西禾美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禾美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禾美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果真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濉溪县永民谷物种植家庭农场
濉溪县双堆陈永辉家庭农场
融安县龙纳寨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
青海亘珠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亘珠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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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萨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覆盖——

雪域高原“菜篮子”丰富又安全
□□ 本报记者 李鹏 黄慧

从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到如今品类
丰富的瓜果蔬菜，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
雪域高原，西藏正在创造着一个“菜篮子”奇
迹：蔬菜旺季自给率近100%，淡季自给率超五
成。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菜篮
子”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要吃鲜吃好吃得
放心。拉萨市开创全区先河，建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多种管控手段不断创新，实
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覆盖，保障了老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把好源头关，多重检测成就放心菜

“作为蔬菜瓜果生产基地，我认为质量远
比产量重要，这是市场的基础，也是品牌的保
障。”在拉萨市曲水县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内，副理事长郭先刚道出了他多
年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心得。今年44岁的他在
西藏打拼已有20个年头，从租种大棚蔬菜，到
现在拥有 386栋大棚，日供蔬菜近 2万斤。“这
十年来，我的基地蔬菜瓜果抽检合格率都是
100%，没有出现过一次质量安全问题。”由于
质量过硬，基地每天有2批次的蔬菜直供拉萨
西郊最大的农贸市场。

“只要说起鑫赛蔬菜，那就是放心菜。”国
家每季度一次例行检测，市、县不定时每月近
10次抽检，再加上基地的快速检测室，自上而
下对于质量的多重把关给老郭吃了“定心
丸”。目前基地出产的 42 个品种的蔬菜瓜果
都是无公害产品。

农业投入品质量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源头，散户合供、农资统供，46 户种植户的
蔬菜统一供应，在质量管控上如何行之有
效？郭先刚认为，把好农资进口和基地出口
是关键。一方面由基地统一采购农资，再根
据每户租种大棚数量、农资需求量平价转售
给种植户。对个别特殊需求的农资，必须由
种植户凭身份证到指定农资店进行备案登记
购买。在农资环节上把好入口关和信息追
溯，有效杜绝了高毒、禁用农资流入基地。另
一方面按种植户产品分类登记、分批出厂，在

产品出基地的时候已经知道今天出了哪几个
种植户的哪些品种，市县可以追溯到基地，基
地再追溯到种植户。

强化检测追溯体系，完善监管体制

一大早，在拉萨市娘热路菜市场，商贩
们正忙着整理新鲜购进的蔬菜，依次叠加
的果蔬种类琳琅满目，前来买菜的市民已
络 绎 不 绝 。 市 场 一 侧 的 墙 壁 上，大型的
LED 屏幕滚动闪烁，蔬菜价格、农残检验结
果都会实时公布。如果销售不合格产品，最
严重的处罚是被撤销经营资格。数据显示，
2019 年拉萨市速测检测点抽检各类蔬菜瓜
果品种 100 余种，抽样 9000 余个，合格率
99%以上。

拉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从无到有，构建
形成了“两个体系”。拉萨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表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中，由面及线、点线结合，已建设 1 个市级质

量安全检测中心、6 个县级农产品质检站、
23 个乡镇检测室和 10 个生产基地快速监测
点等覆盖全市范围的检验检测点 23 个、道
口检疫点 10 个。以“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
询、流向可追踪、责任可追溯”为目标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息追溯体系已基本
搭建，目前拉萨市有种植基地追溯点 11 个、
养殖基地追溯点 6 个、屠宰场追溯点 2 个，
农资追溯点 17 个。

在监管机制完善上，针对农业执法力度
和处罚尺度问题，拉萨市专门制定出台《拉萨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拉萨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黑名单”管理制度》等，而在依
法监管、行刑衔接上，《拉萨市农牧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
度》和《拉萨市农牧产品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制
度》的出台，无疑在联合执法、重拳打击上迈
出了坚实一步。

正是由于在制度层面、体系建设不断完

善，拉萨市农产品从“产得出”到“管得住”，目
前已创建国家级质量安全县1个，自治区及质
量安全县 4 个，市级质量安全县 3 个，成为西
藏首个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全覆盖的
地级市。

瞄准问题，补齐短板，创新监管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创建国家级质量安全
市，对此我们有信心，但同时还面临一些问
题。”拉萨市农业农村局质监科科长达珍说。
首先是农产品生产供应主体方面，内地进藏
的蔬菜由于跨省区运输，在监管上存在脱钩
和漏洞。本地种养殖散户由于规模小、分散，
其产品在进入市场时无标识、难以判断来源，
在监管上难度较大。其次，流通环节监管仍
是短板，特别是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农产品
安全监管和市场监管衔接方面仍缺少行之有
效的衔接和联动。

对此，达珍表示，重点还是要放在抓基地
和抓市场上来。一方面属地管理、集中管理，
把好农产品安全生产，逐步走基地直供模式；
另一方面市场准入，“带牌”进市场。

而今年刚刚试行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无疑成了一剂良方。记者看到，小小合格
证上不仅标明了农产品的名称、数量、开具日
期、生产主体、承诺声明等信息，还印有醒目
的二维码，消费者可以扫码查看该农产品生
产溯源信息。

一式两联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一份进
市场、一份在基地留底。看着自己的“上海
青”上车后附上合格证，鑫赛蔬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种植户朱大哥心里更有了底气，

“有了这个证就是质量的保证，带证卖菜，卖
的人放心，买的人也放心。”

拉萨市农业农村局经过深入调研，精心
制作藏汉双语“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及“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宣传手册”，通过入户宣
讲、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使广大生产者
和群众普遍接受认可并积极支持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推行工作。据统计，截至 5 月底，拉萨
市各类生产主体已开具合格证823张，附带合
格证上市农产品5406.6吨。

拉萨市曲水县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的农产品都附上标有藏汉双语的“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 本报记者 李鹏 摄

农残检测“黑科技”：
手机小程序5分钟快速检测农残

“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5分钟便可完成检测（如茶叶）多种农
药残留，检测结果直接显示在手机上，检测数据可实时上传分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业化学污染
物残留检测及行为研究创新团队”教授王静告诉记者。这样既简
单方便又快速准确的农残检测“黑科技”，已经在创新团队的攻关
下取得关键技术性突破。

农药残留是大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快速
检测技术和手段，开展实时、现场监测困难。王静介绍说，该技术
是基于免疫层析试纸条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算法的农药多残留快
速检测技术；同时，集成了农药残留免疫检测、图像识别、人工智
能、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在检测时效上再获突破。

据介绍，目前团队已经研制了吡虫啉、克百威、戊唑醇、啶虫
脒、腐霉利、毒死蜱、多菌灵等系列农药的胶体金快速检测试纸条，
对试纸条加工参数进行了标准化，并使用条形码标识每一种试纸
条的身份，研制出了可用于图像识别的多通道试纸条搭载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该团队配套研发了基于智能手机拍照判定农
药多残留检测结果的试纸条图像识别系统，手机扫一扫，就可以
通俗易懂地读出农药残留情况。目前国际上使用手机拍照判读
试纸条通常是在暗室中和固定光源条件下进行，或者需要使用
手机光源补光。因为不同光强条件下获取的图片明暗程度不
同，会影响结果判读的准确性，消除环境光背景干扰是目前主要
的技术瓶颈。 本报记者 李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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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6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告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核准，以下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有效期限以证书为准）。依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现予公告。

网址：http://www.greenfood.org.cn 咨询电话：（010）59193662 传真：（010）59193664

吉林省
加快推进可溯源农产品体系建设

近日，民建吉林省委会向吉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的
团体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可溯源农产品体系建设的建
议》，得到主要承办单位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协办单位吉林省财政
厅、省市场监管厅、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畜牧业局等部门联
合面复。

吉林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建立先进的可溯源农产品
体系能支撑并引领全省现代农业体系的新发展。《关于加快推进我
省可溯源农产品体系建设的建议》提案中提出了“创新驱动主体，
以市场和技术推动体系建设”“明确技术标准，建成全程可追溯产
业链”“充分调动资源，壮大可溯源供应链体系”“实施精准扶持，找
好政策作用的着力点”四方面建议。

针对四个建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秦吉表示将继续着
眼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立足新型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各部
门的合力作用，发挥更大的政策杠杆作用，加快推动全省可追溯农
产品体系的建设，助推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据了解，该提案是民建吉林省委会从 300 余份提案中筛选出
12 份课题凝练而成的，最终作为提案主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反复磋商，严谨论证，最后由民建吉林省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
向阳执笔形成。面复当天，提案人深入了解提案落实的各方面
情况，并提出补充意见和建议，使提案面复这种形式起到实实在
在的效果。 王志辉 延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