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政府对农产品
安全监管得很严，所以公
司每卖一批生猪之前都
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赋码
出证，我不赋码出证是开
不了检疫证的。”谈起实
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之
后的市场前景，福建省泰
宁县福建冠达农牧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老林显
得十分有信心，2020 年以
来公司出栏的生猪 8656
头，比 2019 年同期多出栏
了 1834 头 ，增 幅 26.9% ，

“ 有 了 食 用 农 产 品 合 格
证，消费者更信赖公司的
产 品 ，存 栏 量 增 加 的 同
时，销量自然就上去了。”

自今年2月以来，公司
严格实行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与动物检疫合格证挂钩
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建立
微信群，实行“企业—监管
人员”与“企业—购货方”
沟通交流零距离，落实好
每一批次生猪的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与动物检疫合格
证一一关联对应，目前公
司共赋码出证665批次，附
证销售的生猪共8658头。

合格证试行后，公司
每销售一批猪都会委托政府检测人员进行瘦肉
精、非洲猪瘟检测，确保产品有保障，销售更放
心。2月以来，瘦肉精检测80批次，非洲猪瘟检
测 396 头份，检测合格率 100%。同时及时将饲
料、兽药、销售信息等追溯信息上传至省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确保追溯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为了严格落实合格证制度，公司实行奖惩
制度，对当年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落实工作未被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通报的，奖励负责人 500
元。如果该项工作被通报一次，批评警告一次，
当年被通报累计超过 2 次的，当年负责人绩效
奖金减少发放。自该项制度实施以来，员工的
责任感与积极性显著提高。

“有了食用合格证，消费者在商超消费时，通
过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直接溯源到公司，产品
品质好不好，消费者说了算。”公司负责人老林表
示，生猪销售到生鲜超市都要提供追溯凭证或合
格证，超市也必须上传相关凭证到省食品安全追
溯平台。这样消费者扫追溯码，可以清楚地查看
生产环节到销售经营环节，能够吃上放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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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慧

初冬时节，走进四川省金堂县的乡村大
地，在被誉为“中国脐橙第一乡”的三溪镇，金
橙橙的脐橙挂满枝头；在“全国食用菌特色小
镇”清江镇，一个个标准化食用菌大棚鳞次栉
比，“国家级姬菇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的牌子
下，车辆穿梭，客商云集。

“金堂姬菇”“金堂脐橙”“金堂黄金果”“金
堂黑山羊”……这一个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都是金堂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金堂县农业
农村局负责人介绍，金堂县目前已拥有数百个

“三品一标”农产品，其中‘金堂姬菇’代表了中
国姬菇的最高水平，品牌价值达32.10亿元。

品牌的树立，质量是基础。作为成都“菜
篮子”和“果园子”的重要保障基地，近年来，金
堂县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级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四川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为契机，紧紧围绕农业稳

产保供要求，坚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形
成了“政府负总责、县乡有机构、监管到村社、
经费有保障、检测全覆盖”的监管格局，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金堂县突出绿色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综
合配套，持续提升绿色生产水平。以源头控制
和生产过程控制为主，推广统防统治、生物农
药、绿色防控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深入
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农药使用量从2011
年的 710 余吨减少到 2019 年的 550 余吨。创
新开展菌渣循环利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8%以上。

同时,大力推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管理，深
入实施以质量安全保障为前提、公共品牌为核
心、“三品一标”为基础的农业品牌发展战略。
建设柑橘母本园、“金堂黑山羊”保种场等科研
基地，开展品种提纯复壮研究，探索优势特色
农产品品质保持与提升的路径和方法。目前，

金堂县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面积占
全县耕地面积的 53.76%。初步构成了以食用
菌、油橄榄、柑橘三大特色产业为主导，蔬菜、
水产、养殖等优新特产业为补充的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体系。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脐
橙）标准化生产基地，“金堂姬菇”出口常年保
持在400万美元以上。

构建全覆盖的监管体系、全过程的监测体
系和全方位的执法体系。为解决基层监管人
员不足和监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金堂县在
全省率先实行村级监管职业化，配备职业村级
监管员 106 人，实施“网格化”监管，将全县 811
家规模生产经营主体纳入例行监管范围。构
建县、镇、村三级检测网络，支持企业建自检
室，年定量检测农产品 1400 余批次、定性检测
农产品 8 万余批次，抽检范围覆盖主要种养殖
基地及全县所有分散经营农户。成立县级农
业综合执法大队，下设种植、养殖、水产、农机
四个执法中队，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强

行刑衔接，近 3 年累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142
件，立案查处结案率100%。

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当前“政府部门当保姆”
“政府部门为企业产品质量背书”“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难”等问题？金堂县加强制度建设和
手段创新，积极推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探索试行合格证制度，建全追溯机制。印
发《金堂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5.5 万份，支持
108家有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配备智能打印设
备，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具合格证 7.5 万张，涉
及食用农产品 5.56万吨。推动溯源管理，截至
目前已有659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和种养大
户入驻国家、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建立社会共治机制，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制
定试行《金堂县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重点监
控名单和黑名单制度》，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
体系建设，有效惩戒失信行为。每年投入一定经
费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举报奖励，鼓励社会
广泛参与监督，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的裕伟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是一家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每
年3月，合作社生产的小龙虾都会被客户预订一
空，但今年3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内外客
户不敢贸然下订单，合作社没有收到一份订
单。此时，湖北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在试行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合作社当机立断，向省外一
客户开出了第一张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一花引
来万花开”，上海、南京等地客户纷纷下了订单，
打开了小龙虾的销路。合作社尝到了“合格证”
的甜头，在武汉市、蔡甸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的
指导下，大力探索小龙虾质量安全可溯源，把好

准出关。每批产品，经抽检合格后，信息员都会
把合格证信息录入追溯平台，打印出电子追溯
码，张贴在包装箱上。从此以后，合格证成了小
龙虾的“健康码”。

为把好主体责任关，明确种植养殖户生产
责任，每年合作社均与各社员签订生产合同，一
经发现药残超标或含有违禁药品，立即解除合
作关系，并上报农业农村部门追责处理。此外，
合作社实行“五统一”模式，即统一供应种苗、统
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病虫害防治、
统一销售产品经营模式，落实生产记录、投入品
采购记录、收购销售记录等台账管理，将合作社

种植养殖户信息录入追溯平台，从而规范种植
养殖户使用投入品行为。

合格证的使用让小龙虾销路有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今年上半年小龙虾上市期间，合作
社累计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50 张，销售 77
吨，有了合格证，小龙虾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增
长了 15%。带证小龙虾销售价格比无证的每
公 斤 高 5-10 元 ，合 作 社 每 亩 收 益 提 高
300-600 元，每户增收 3-5 万元。下一步，合
作社将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合格证+品牌”

“合格证+追溯”样式，进一步提高产品使用合
格证的覆盖面。

四川金堂县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供应能力——

标准贯通产业 监管落到村社
河北隆尧“鸡腿大葱”丰收

3万亩大葱集中收获时什么样？满地葱香扑鼻。近日，在
河北省隆尧县远近闻名的“鸡腿大葱”种植区，大张庄乡肖张
庄村大葱收获地里，只见种葱人正忙着将一排排放倒的“鸡腿
大葱”码齐打捆，等待收购商前来装车。

“今年，俺种了60亩‘鸡腿大葱’，亩产1.1万斤左右，目前
大葱收购价是 2.3元/公斤，除去种植成本，每亩净落 8500元，
这样算下来，60亩大葱纯收入有50多万元。”谈起今年种植的

“鸡腿大葱”收益，种葱大户渠玉哲越说越兴奋。
隆尧“鸡腿大葱”是著名特产蔬菜，有两千多年栽培历

史。因其体短色白，上细下粗，状似鸡腿，故称“鸡腿大
葱”。2011 年隆尧“鸡腿大葱”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

“鸡腿大葱”好卖的背后是各种力道的用心集成。近年
来，隆尧县按照“培育一个区域品牌，振兴一个特色产业”思
路，在深入挖掘隆尧“鸡腿大葱”品牌优势、品质优势的同时，
还对“鸡腿大葱”生产基地实施标准化管理，在全县建立 5 个
生产示范区，实行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机耕、统一技术、统
一种苗、统一销售，并通过互联网销售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产品附加值。

隆尧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现国介绍，今年隆尧“鸡腿大
葱”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余亩，上市鲜葱3.3亿斤，品牌价值
达到 2 亿元，产品远销北京、天津、山西、河南、上海等全国十
多个省市和地区。 贾静 潘志方 文/图

近日，走进山东省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智联农创智能蔬菜
大棚，一大片翠绿“闯”入眼帘，一阵芹香扑面而来，绿油油的
芹菜煞是喜人，工人们正忙着收割、分拣、打包。据悉，芹菜种
植是凤凰城街道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一品益津”优质
芹菜共占地12亩，亩产1万斤，亩均收益可达1.2万元左右，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 樊爱钟明 摄

如何将农产品打入港澳市场，这是很多农
业企业正在思考的问题。来自浙江省象山县
的大旸农业公司和象山青果水果专业合作社
隶属于象山县柑橘产业联盟，联盟负责人介
绍，在海关备案基地申请过程中，得益于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的信用背书，这两家企业成功将

“象山柑橘”打入香港市场，销售价格比国内提
高 30%以上。可以说，一张合格证已经成为象
山柑橘撬动港澳市场的重要法宝。

作为象山县柑橘产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联盟高度重视柑橘品质和质量安全，将推行合
格证制度作为提高品质和品牌公信力的重要
抓手。对“象山柑橘”公用品牌的会员设置准
入门槛，每个会员配备电脑端或手机端合格证
打印机，纳入宁波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
管理。目前，247家会员实现电子合格证准出，
共开具使用合格证38.4万张，销售带合格证柑
橘5000余吨，有力提升了合格证的市场普及率
和影响力。

此外，联盟定期对会员开展绿色栽培、法
律法规、合格证使用等方面的培训教育，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产品上市前，每个会员
主动接受农残定量检测，检测合格后开具合格
证。采购商和消费者通过手机扫一扫合格证，

不仅能知道生产主体基本信息，也能了解培训
和检测结果等信息，基本形成了“上市前检测、
检测合格上市、上市张贴合格证、市场信息公
开”的质量保障体系。

推行合格证后，2019年联盟栽培红美人柑橘
面积2.2万亩，投产0.8万亩，平均售价36元/公
斤，最高120元/公斤，总产值突破3.5亿元，柑橘
产业已成为当地致富的黄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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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柑橘产业联盟——

象山柑橘持证进香港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裕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小龙虾也有“健康码”

本栏目稿件由本报见习记者 丁乐坤整理

质量特报

象山县柑橘参加全国各类展示展销活动。 资料图

铁力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东枕小兴安
岭群山，西接松嫩平原，境内山多林密，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森林覆盖率达到
66.07%，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 99.1%，被誉为小
兴安岭上的绿色宝库。自 2016 年开展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以来，铁力市各级
踊跃参与，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绿
色生产与执法监管两手抓，全力打造优质农
业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大幅跃升，
相继获得中国绿色生态水稻示范市、全国新
农村建设示范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荣
誉，并于 2019 年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

突出绿色种养，在生产源头上聚焦发力。
发挥生态优势，推广绿色种养模式。种植业重
点推广三大作物绿色标准化栽培技术、水稻机

械插秧侧深施肥技术、平衡施肥技术等 9 项绿
色种植模式；养殖业重点推广绿色饲料，合理
进行饲料配比，最终实现“全环节”绿色高效技
术集成。开展农业“三减”，推行绿色生产方
式。重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深松整地等先进
技术，示范田比非示范田每亩减肥 2%、减药施
用量3%。建设绿色种养基地，打造绿色产品品
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现“全县域”绿
色发展方向引领，已获得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认证。今年新增绿色、
有机食品标志比上年增长 7.5%。培育出了以

“铁力大米”为代表的区域品牌 5 个，品牌效益
不断提高。

突出全程监管，在综合治理上多点发力。
严格隐患风险排查，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定期
对农用地土壤及农业用水等情况开展监测和

风险评估，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定期
对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生产流通环节的农产
品开展抽样监测，四年共检测样品1万余个，平
均检测合格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开展专项
整治“利剑”行动，强化源头治理力度。严控投
入品监管，年出动执法人员430余人次，抽检种
子品种136余样。深入开展农药、“瘦肉精”、生
猪屠宰、生鲜乳、增绿护绿等专项整治行动，建
立举报奖励机制，实行检打联动，严厉打击查
处非法添加农兽药、不按要求执行休药期等违
法违规行为。

突出责任落实，在监管保障上精准发力。
强化政府属地管理职责，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列为全市重点工作，并纳入政府绩效工
程。市、乡、村均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
导小组，形成了三级网格监管格局。同时，建立

健全联动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确保各环节监
管职责无缝衔接。全面实施合格证制度，压实
生产经营主体责任，严防不合格农产品进入市
场。在全市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营责任
制和承诺制，实施产品全过程追溯，建立信用档
案，实施“红黑名单”管理。采取企业自查和委
托第三方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对即将上市的农产
品进行检验检测，保证入市产品安全，做到全覆
盖、无死角。营造全民参与监管氛围，公开投
诉举报电话，聘请农产品质量安全义务监督
员。注重舆论宣传，制作宣传品2万余份，举办
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工作成果展，鼓励企业参
加各类展会、直播带货等活动，扩大铁力农产
品品牌影响。目前已营造出政府重视质量、企
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维护质量的
良好氛围。 铁力市农业农村局

黑龙江铁力市擦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金字招牌——

发挥生态优势 突出全程监管

山东济宁兖州区
专项整治强化源头管控

为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山东济宁市兖州区农业农村
局建立农药、兽药经营告知制度，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大
力开展农业投入品、农药兽药残留、水产品药物残留、饲料、畜
禽屠宰等专项整治行动，还高标准建设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设施。

在强化专项整治上，兖州区监管部门严控生产源头，盯紧
重点领域，先后开展了农资市场整顿、兽用抗菌药专项整治、
水产养殖环节滥用药物专项整治、果园农药使用专项整治、

“瘦肉精”专项整治、打击私屠滥宰专项整治等整治活动，先后
约谈、培训相关企业1000家次，培训从业人员4000余人次，累
计排查消除安全隐患1500个，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违规行
为形成了有力震慑。

2020 年，兖州区共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3284 批次，年
度检测样本量达到 5.9 份/千人。及时公开结果，严厉打击非
法添加、使用非食品原料、滥用兽药农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严格防范各类掺杂造假、过期变质、
有毒有害的食品流入市场，倒逼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施维 张美荣

广西柳州柳南区
培育绿色富民“橙”果

眼下，正是蜜橙收获的季节。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流
山镇流塘村的思群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的200余亩蜜橙进
入丰果期，亩产量可达6000斤。这是流塘村村民谢美平带领
8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辛勤劳作的成果。

据介绍，这种无核蜜橙是谢美平嫁接培育出来的新品
种——桂橙1号。因种植地在流塘村，故取名为“流塘橙”，并
申请注册了商标。合作社坚持以打造绿色生态果园为目标，
以有机肥为主，坚持不使用农药，通过黄板、灭虫灯等技术进
行杀虫。同时，在每棵树下都精心培育雷公根草叶，利用雷公
根草本植物保水、保肥、控草。相较于覆盖塑料薄膜，树下植
草可达到生态环保的效果。蜜橙果大皮薄肉厚，甘甜如饴，采
摘后使用泡沫网进行包装，果实损耗小，品质保存性能优，常
温下贮存期可达30天。 王艳 吴嘉欣

种葱人正在将一排排“鸡腿大葱”打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