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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雄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治国
安邦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问题，多次强调“中国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
要装中国粮”。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
食战略后备基地，农垦系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上肩负着重要的责
任，既是保障粮食供应的“国家队”，又是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近年来，农垦系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国务院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全面构建稻米系统团体标准体系，既保障了中
国饭碗端的牢，又保障了中国饭碗“成色”好。

勇担高质量标杆“领头羊”

稻米在我国粮食生产中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全国约 60%的人以稻米为主食。农垦作为

“国家队”“排头兵”，在土地单产、机械化应用、
科技贡献、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和应用方面，相
较其他农村地区具有领先优势。据了解，2019
年农垦粮食单产为478.47公斤/亩，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25.5%，棉、油、糖、奶等主要农产品平均
单产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国家队要有国家队的担当，排头兵要有排
头的胆识。农垦系统严格按照中央对农垦提
出的“要在现代农业建设、质量兴农工作中发
挥示范、带动引领作用”的要求，在重要的优势
农产品上提前布置和实施，于2018年启动了农
垦稻米质量提升试点工作。以黑龙江、辽宁和
江苏作为核心试点垦区，以标准化建设为突破
口，建立以市场和消费为导向的农垦优质稻米
质量标准体系、监测体系和评价体系，积极推
进制定质量标准、建立质量服务监督机制和实
施质量追溯等一系列重点工作。

自 2018 年农垦稻米质量提升试点工作实
施以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多次组织专家和稻
米质检机构赴黑龙江、辽宁和江苏等试点垦区
进行调研和实地验证，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
起草编制了具有农垦特色且涵盖稻米全产业
链的系列团体标准。2020 年 9 月，由农业农村
部农垦局提出，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归口的

《农垦粳稻谷》《农垦粳米》以及配套的《农垦稻
谷储运技术规范》《农垦稻米加工技术规范》正
式发布实施，该系列团体标准发布以来，受到
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进一步完善农
垦稻米系列团体标准体系，推进农垦水稻生产
标准化，今年3月，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发布
并实施《农垦水稻种植技术规程 黑龙江农垦

优质粳稻》《农垦水稻种植技术规程 辽宁农垦
优质粳稻》《农垦水稻种植技术规程 江苏农垦
优质粳稻》3项团体标准。至此，覆盖从田头到
餐桌，包括种植、运输、储藏、加工等各环节全
过程生产，具有农垦特色的稻米系列团体标准
体系初步完成。

甘当高标准建设“老黄牛”

标准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支撑，需
要不断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农垦正在加快建
设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农业标准及技术
规范。根据农垦全面质量管理系统数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实施质量提升示范的稻米企业 31
家，2018年至2020年稻米企业质量管理数据达
350.6万条、质量管理种植规模达到844万亩。

农垦稻米系列团体标准，在主要指标设定
上遵循“高于国标，优于绿色”的原则。在质量
指标设置上的要求更高，例如《农垦粳稻谷》团
体标准中将杂质含量、黄粒米含量指标限量值
分别降至0.8%和0.5%，比《优质稻谷》国家标准
中的限量值1.0%和1.0%要求更高。

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农垦粳稻谷》和
《农垦粳米》团体标准中对真菌毒素含量、重金
属含量、农药残留量等食品安全类指标的限量
值要求更加严格，例如《农垦粳米》的黄曲霉毒

素 B1、无机砷（以 As 计）、稻瘟灵、丁草胺等的
限量值分别降至 5μ g/kg、0.15mg/kg、0.01mg/
kg、0.01mg/kg，比国标中的相应指标限量值要
求更加严格。

全过程质量管控更加科学规范。《农垦稻
谷储运技术规范》和《农垦稻米加工技术规范》
以及生产环节的《农垦水稻种植技术规程》等
系列技术、管理规范，从生产种植、运输、储藏
到加工等全过程各环节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
求和操作指标，形成了稻米生产从田头到餐桌
的标准化体系，实施此系列标准将进一步提升
全程质量管控水平。为打造可控的稻米产业
链、供应链，推进农垦稻米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基础。

誓做高质量发展“排头雁”

农垦稻米系列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充分
发挥了农垦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的优势。
既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保底线”，又按照
市场要求建立农垦稻米团体标准体系“拉高
线”，凸显了农垦粮食在品质上的均一性、安全
性等特点，对推动农垦优质稻谷产业发展和农
民奔小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农垦稻米品
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利于引领高质量发展。2018年，我国稻
谷总产量达21213万吨，为历史第三高，单产首
次超过7吨/公顷，创造了历史新高。但同时也
存在总量充足但优质稻米占比过低的现象。中
国农垦在人才队伍、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生
产体系、管理体系和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等方面
具有突出的优势，生产的稻谷具有产品质量均
匀、产品质量安全等优点。团体标准的制定有
利于发挥农垦优势，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满足消费者需求。我国有三分之
二以上的人民以大米作为主食，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消费人群年龄结构、城
乡分布等变化，老百姓的需求已经发生巨大变
化，对农产品品质、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农垦优质稻米系列团体标准的落地实
施，是适应我国大米产品多样化、优质化、健康
化发展趋势的具体举措。

农垦稻米系列团体标准体系的初步构建，
是我国稻米产业标准化建设的一次新突破，充
分彰显了农垦作为“国家队”的担当、作为“压
舱石”的分量。农垦将坚持“质量兴垦、绿色兴
垦、品牌兴垦”的战略不动摇，为中国饭碗的安
全和质量不断添加新“成色”。

为中国饭碗增加“成色”
——中国农垦高标准引领稻米高质量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于涵阳

优质稻米生产的前提是要有优质的原料稻谷。长
期以来，我国在稻谷现代农业与工业衔接过程中存在
着一个突出短板，即在稻谷收割后到入仓储存前这个

“收后储前”环节。同时这也是粮食保质减损和食品安
全的弱项，是影响高质量优质稻米生产的重要因素。
为补上这一短板，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编制了“农垦
稻谷储运技术规范”。

本期我们邀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
院，原首席研究员、粮食储运领域首席科学家曹阳教
授，分析我国稻谷储运环节存在的短板，介绍编制技术
规范的过程和意义。

问：“收后储前”环节存在的短板和弱项主要表现
在哪些方面？

曹阳：短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数量损失
严重，影响丰产丰收。保守估计损失在5%，严重损失达
20%-30%。原因是收获时阴雨天气，收割时机难把握，
霉变发热；收割后，因缺少晒场，未能及时干燥清理，捂
粮霉变发热；期间鼠雀虫害严重；二是食味品质下降
快，优质变成普通。原因是保持品质措施技术落后和
空白。优质稻收割后一个月左右，稻米固有的鲜香味
就因处理和储存不当而消失，南方稻谷问题更为突出，
温度升至25摄氏度，稻谷品质“劣变”加快，优质稻谷变
成了普通稻谷，优质不优价。三是烘干技术粗放，低温
保质干燥控制难，严重影响品质，特别是对稻谷后熟的
影响巨大。较高温度的干燥不仅影响稻谷的成熟度，
还会导致裂纹或惊纹率升高，另外稻谷在循环干燥机
内多次搬倒，也增加了裂纹和惊纹率。四是高水分稻
谷霉变，毒素超标问题较多，食品安全风险高。刚收割
稻谷水分高，不及时处理，如经过 4个小时以上的临时
放置，镰刀菌和交链孢霉迅速生长，真菌毒素超标风险
巨大。

问：该技术规范是怎么编制的？
曹阳：为解决上述短板，受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委

托，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组织粮食行业和农垦领域
的有关专家，在收割、干燥清理和产后方面，借鉴国内
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先进的稻
谷收割后处理经验和技术，充分考虑种植、储运、加工
和消费的稻米产业全链条减损保质新需求，编制了“农
垦稻谷储运技术规范”。本规范将与《农垦 粳稻谷》

《农垦 粳米》和《农垦稻米加工技术规范》三个团体标
准一起，从稻谷收割后开始到加工流通，全链条的实施标准化，将农
垦优质稻谷作为优质大米的好原料，在储运环节，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损耗，防止有害物质污染，保持优良品质，提高加工出米率。

问：编制技术规范有什么意义？
曹阳：该技术规范是落实《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的要制定质量兴农制度体系、标准体系的具体措施，有力支
持了农垦系统率先开展农产品质量提升示范。规范推广应用后，对
提高农垦全产业链的优质稻米生产水平，实现农垦优质稻米高质量
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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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近年来，农垦系统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
工作部署，牢牢把握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加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标准
及技术规范。从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3月，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相继发布
并实施了《农垦粳米 粳稻谷》系列团
体标准的配套标准，标志着涵盖种植、
加工、储运及产品质量的农垦稻米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初步建成。

本期我们邀请农垦稻米系列团体
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粮协大米
分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粮武
汉科学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谢健教
授，解读系列团体标准制定的出发点，
深入介绍标准的特点和亮点。

问：制定系列团体标准是基于什
么考虑？

谢健：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
虑。一方面有利于引领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稻谷产量持续增长，同时

也存在总量充足但优质稻米占比过低
的现象。中国农垦是粮食生产的国家
队和主力军，有责任、也有优势来制定
农垦团体标准，引导稻米高质量发
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满足消费者需
求。我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以大
米作为主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
活水平提高，消费人群的年龄结构、城
乡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产品品质、
安全等方面有了新的要求，消费面已
经并正在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团体标
准的发布适应了当前我国大米产品的
发展趋势。

问：稻米团体标准的制定有什么
好处？

谢健：该标准的制定，一是有利于
规范优质稻谷的生产和销售，促进农
垦粳稻谷种植产业发展；二是能够满
足不同层次大米加工企业多元化的需
要，为消费者食用“安全、营养、好吃”
的优质大米提供可靠的依据；三是有
利于提升农垦优质稻谷种植，促进农
业和农民增收；四是农垦团体标识使
用，有利于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和维

护消费者利益。五是有利于规范生产
过程、提升管理水平、提升技术指标，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问：系列团体标准有什么特点和
亮点？

谢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质
量指标要求更高。《农垦粳稻谷》《农垦
粳米》团体标准中的杂质含量、黄粒米
含量等主要指标要求比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相应指标更高。二是安全指标
要求更严。团体标准中真菌毒素含
量、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等食品安
全类指标的限量值比《优质稻谷》和

《大米》的国家标准的要求更加严格。
三是突出全过程质量管控。配套制定
了《农垦稻谷储运技术规范》和《农垦
稻米加工技术规范》以及生产环节的

《农垦水稻种植技术规程》等系列技
术、管理规范，从生产种植、运输、储藏
到加工等全过程各环节提出了具体的
技术要求和操作指标，形成了稻米生
产从田头到餐桌的标准化体系，实施
此系列标准可进一步提高全程质量管
控水平。

高标准为稻米生产“量体裁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于涵阳 制图

2021 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第一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在基本完成既定改革目标任务后，农
垦工作重心将由改革“过坎”阶段，转
入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农业航母的

“爬坡”新阶段。
标准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支

撑，需要不断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发挥
标准化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
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农垦系统积极
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质量兴垦、绿
色兴垦、品牌兴垦的发展路线。着力推
进稻米、乳品、菜籽油、肉类、茶叶等重点
优势产业质量提升，并以稻米为切入点，
从2018年开始，在部分垦区组织开展稻
米质量提升试点工作，通过制定《农垦农
产品质量监管转型升级方案》，以推进标
准化生产和项目管理为主要手段，不断
强化质量标准体系、监测体系、评价体系
建设。2020-2021年，农垦优质稻米系列
团体标准相继发布实施，初步形成了具
有农垦特色的稻米系列团体标准体系。
近年来，农垦系统持续推进农垦农产品
质量管理平台优化升级与应用实施，将
原来单一追溯质量管理，向“生产环境
优、产品质标高、品牌商誉广、追溯准快
灵”的全面质量管理转变。根据农垦全
面质量管理系统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
实施应用全面质量管理平台的稻米企业
数量 31 家，2018 年-2020 年稻米企业质
量管理数据达350.6万条、质量管理种植
规模达到844万亩。

农垦系统通过创立农产品质量管理
新模式，指导农垦企业进一步完善内部
质量管理平台，建立健全覆盖耕种（养）
管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全流程的质量管
理体系，为各种营销渠道、广大消费者推
广提供权威、透明、可信数据，逐步建立
起“生产高标准、管理有平台、数据可监测”的高质量管理体
系，为进一步提高农垦稻米全程质量管控水平，打造可控的稻
米产业链供应链，推进农垦稻米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持
的基础。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根本要
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农垦系统要抓住这一历史新
机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行农垦稻米系列团体标
准为抓手，加快农垦稻米系列团体落地实施，把新发展理念贯
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承担起党中央赋予农垦的新责任，体现农垦责任担当和示范
引领作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

（麦雄俊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桂丹系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技术推广处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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