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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期间，正值“三秋”生产季，山东
省平原县王庙村村民唐健经营的农药门市迎
来了小麦拌种剂的销售高峰。“与往年不同，
今年店内所有农药销售都是一瓶一码一章，
瓶身袋身除二维码外，需要盖上门市的销售
红章，店内设置了农药废弃物回收桶，有偿回
收农户的农药废弃物包装，集中送到乡镇垃
圾中转站无害化处理。如果在农田发现我家
售卖农药的废弃物，就会有经济和信用处
罚。如果做得好的话，政府就会给我们奖
励。”唐健说。

唐健说的新变化正是源于平原县在农药
销售领域探索推出的信用评级星级化制度，而
这一制度也是平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
式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平原县创建了独具特
色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即智能化平
台监管、标准化示范引领、品牌化推广推介、星
级化信用评价、区域化下沉服务和规范化质量
安全追溯“六位一体”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和消
费安全。

模式成型 保障全方位

鲁西北平原沃野千里，长年丰腴旺壮。镶
嵌于其中的平原县，是传统农业大县，也是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常年粮食产量 80 余万吨、
蔬菜产量130余万吨、肉禽蛋产量近20万吨，农
产品商品量和调出量相当可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直以来，
平原县注重推动构建农业发展产量、质量、效

益并重的格局。平原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玉
东坦陈：“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竞争力。我
县坚持走质量兴农之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从源头抓好‘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质量
安全，长期发力培植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
基地，打造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消费
安全放心地区，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
献力量。”

平原县结合省市要求和县域实际，下足功
夫、蹚出宽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实行

“六位一体”模式，创新性、系统性开展6个方面
的工作。

科技助力，平台监管智慧化。2017 年，平
原县建成农产品监管追溯平台，累计投资 300
余万元，覆盖全县乡（镇、街道）、主要生产基地
及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联结农兽药门店，运
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人员地
理位置、业务开展情况实时监测，检验检疫等
数据及时准确上传，执法力量快速应急反应，
食用农产品产加销全链条追溯。

规范引领，产品生产标准化。平原县制定
了重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筛选以种
植西瓜、黄瓜、西葫芦为主导产业的3个乡镇、6
处主要生产基地、152 家渔业畜牧养殖场率先
实施，构建了县有示范区、乡有示范村、村有示
范户的农业标准化新格局。

营销带动，推广推介品牌化。平原县制定
品牌创建政策，对产品成功被认定为“三品一
标”的生产经营主体，给予 1 万元至 3 万元奖
励；通过信息进村入户县级平台、农民丰收节
等线上线下展示销售特色农产品；依托各级展
销会、博览会等推广特色农产品品牌。目前，
全县已创建“三品一标”68个，三唐黄桃等特色
农产品走向全国。

奖惩并重，信用评价星级化。平原县全面
推行星级化信用评价，选树一批生产过程规
范、产品质量过硬、辐射带动力强的规模化种
养主体和农兽药门店；安排专业人员和专项资

金精准扶持五星级主体，对生产管理不规范的
主体进行黄牌警告、质量预警。

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区域化。整合农技、
畜牧、农机等力量进村入户，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培训农业从业技术人、
生产经营负责人等 2000 余人次；处理 12345 热
线 300 余条，群众满意率 100%；打击各类违法
行为20多起，为群众挽回损失50多万元。

全域试点，安全追溯规范化。在山东省率
先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今年将在全县所有
规模化生产主体中全面铺开食用农产品达标
合格证制度，实现农产品“流向可追踪、质量可
追溯、产品可召回、责任可追究”。截至目前，
全县已开具合格证40余万张。

措施加码 再上新台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措施落实和经验总结，
平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六位一体”监管模式
已愈发成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总体平稳、逐步向好的
态势。

今年 3 月初，农业农村部公示第三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单位名单，平原县
榜上有名。平原县经过研究，当月制定并印发

《平原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实施
方案》。

平原县委副书记卢明鹏表示：“我县将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实际行动落实最
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
责‘四个最严’要求，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加力推进‘六位一体’监管模式，助推农业
高质量发展。”

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协同机制，平原县今

年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硕果累累。
结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平原

县重点开展了畜禽粪污整治和农兽药包装废
弃物、废旧农膜回收两项重点工作，全县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3%，集中回收农
药废弃物 13.5 吨，集中处置 8 吨。在农兽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中，像唐健一样的农兽
药销售主体的示范带动和信用评价是关键一
环。“唐健们”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后，农田环
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收入、农兽药销售
主体发展、消费者食用体验等都进入了良性
循环链。

科技赋能是三农发展避不开的议题，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如何向“第一生产力”要效
益呢？一段时间以来，平原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追溯平台在全天候、全链条发挥着基
础保障作用，逐渐成为工作“利器”。而发展
改革的步伐不能停，平原县今年因势而动，将
县域内所有规模化种养主体全部纳入平台管
理，实现监管全覆盖，同时将平原县智慧农业
共享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监管云平台、农业投入品监
管等系统整合进入平原县农业综合大数据中
心，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和综合利用，提供更
加全面、精准、高效的功能，有助于全面提升
监管水平。

今年 9 月 23 日，在平原县 2021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活动上，属于平原人自己的区域公
用品牌“原质原味”正式亮相，首批 20 家食用
农产品种养主体获得授牌。而这正是“六位
一体”监管模式中“品牌化推广推介”的关键
举措。“‘原质原味’区域公用品牌将开辟我
县农产品集聚发展新渠道，提升综合竞争
力，扩大品牌影响力，达成援企助销作用，同
时以品牌效益倒逼经营主体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自我监管和发展，从而全方位促进农业
产业进步升级。”平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魏
凯章介绍。

山东平原县

“六位一体”监管模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监管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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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在内蒙古的大地上，红彤
彤的高粱、金灿灿的玉米、成群结队的牛
羊……到处一派丰收景象。独特的地理
环境、寒凉的气候特点、肥美的水草及土
壤成分，孕育出众多品质优良的农牧产
品。近年来，内蒙古依托“两品一标”建设

“蒙字号”品牌，为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化带动，做大做强“蒙字号”

2019 年，苏尼特羊肉、乌珠穆沁羊肉
被列入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同
年，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将全盟拥有的
苏尼特羊、乌珠穆沁羊和察哈尔羊三个
品种捆绑起来，打造“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2020 年 11 月，“锡林郭勒羊”全
新品牌形象在北京举行的品牌发布会上
正式亮相。今后将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动锡林郭勒羊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悉心让锡林郭勒这
只有“身份证”的草原领头羊“羊”帆远
航、“羊”名天下。

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市则紧紧抓住国
家和自治区奶业振兴政策大好机遇，发挥
自身传统奶食品优势，围绕锡林郭勒奶酪
这一地标产品，积极申请奶业振兴项目资
金，为奶牛养殖场、加工厂、合作社、小作
坊提供资金扶持，用于购置设施设备及建
设基础设施等，延伸产业链条、深度挖掘
文化内涵、做大做强区域特色品牌，助力
奶业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草原牛王肉业有限公司是通
辽市一家以地标产品“科尔沁牛”为原料
的大型现代化肉牛屠宰、加工企业，以“公
司+农户+科技”经营模式，实现农、工、贸
一体化，通过肉牛深加工建设，促进整个
肉牛产业链条的发展。“我可以保证，我们
的生产车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所有
的工具每天都进行消毒处理。”总经理张
沿表示，公司实行全流水线作业，年屠宰
加工肉牛能力达5万头，生产冷鲜、冷冻牛
肉1.6万吨，可实现年销售额近10亿元。

近年来，内蒙古通过引导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大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出
口企业发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地

理标志农产品为抓手做大做强农牧业取
得了积极成效。

串起产业链，兴区强农富民

以“两品一标”串起的产业链不仅让
“蒙字号”地标农品走上产业化发展道
路，农牧民也“尝到了甜头”，走上致富新
道路。

乌兰察布市地处国际公认的马铃薯
黄金产业带，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鲜薯、
加工专用薯和种薯生产基地。2008 年，

“乌兰察布马铃薯”通过原农业部评审正
式成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400 万亩左
右，鲜薯总产450万吨，约占全国马铃薯年
均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6%。来自马铃薯产
业的收入占到种植业收入的 53%，占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的 30%，马铃薯产业已经成
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途径。

通辽市开鲁县林辉草业种植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实现集
约化经营，成功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牧民
增收。“通过实施‘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我们积极推行龙头企
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董事长刘林说，公司通过节水灌溉
及优质牧草产业化经营，实施种养结合，

对农牧业产业化有促进作用，可有效改善
当地畜草矛盾，恢复生态环境，推动畜牧
业向规模化、科学化、集约化、高质量方向
发展，同时带动农牧民种草养畜，实现增
草、增畜、增收。

百顺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农产品地理
标志“科尔沁牛”的标准化生产基地，负
责人杨绍武向记者介绍，2020 年 6 月，合
作社牵头成立了巨日合镇牛产业协会，
将零散的养殖户联合到一起，变“单打独
斗”为“抱团取暖”，降低了成本，扩大了
全镇肉牛养殖规模。一方面，合作社以
犊牛托管养殖的方式带动困难人群和普
通村民就业，实现了多渠道增收致富；另
一方面，通过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加快
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在缓解
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可以为农户家庭带
去更多的经济收益。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处处长白音表示，下一步，将遵
照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的要求，对标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各项任务要求，坚持绿色
引领，推动农畜产品源头安全、源头绿
色、源头优质，大力推动绿色、有机、地理
标志农产品发展，让内蒙古成为面向全
国、绿色优质的农牧产品主产区和安全
示范区。

地标农品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
——内蒙古“两品一标”农产品建设探访（下）

□□ 夏训武

10 月 21 日，湖南省南县百联村蔬菜专业
合作社种植园内，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
装新鲜蔬菜，准备整车发往外地。合作社一位
负责人告诉笔者，今年蔬菜行情一路走高，价
格稳中有升，菜农收入明显好于往年，亩平纯
收入在3000元左右，高的达5000元。

近年来，南县加快蔬菜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产业发展布局，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县
30 万亩蔬菜种植助农业增收增效。2020 年，
全县蔬菜产量88.39万吨，产值26.01亿元。

完善产品溯源制度 实现蔬菜
标准化生产

全县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
理体系，在蔬菜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中推行“两证+追溯”（农产品“身份
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管理制度，实现蔬菜标准化生产，产品质
量可追溯。目前，全县已建成中鱼口镇友良蔬
菜标准园、武圣宫镇东堤蔬菜标准园、南洲镇
青茅岗家庭农场 3 个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同
时，2019年以来，南县投入资金720万元，对乌
嘴乡罗文蔬菜基地、三仙湖镇常州蔬菜基地等
实施标准化建设。

通过培育壮大蔬菜经营主体，实现产业化
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发展蔬菜生产家
庭农场375家、农民合作社205家，其中省级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3家、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5家、县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8家。持续推进
蔬菜精深加工。全县现有克明食品、华南农业
2家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2020年，全县
蔬菜生产加工产值达11.9亿元。

企业品牌创建取得初步进展

目前，华南农业已取得 3个蔬菜产品的绿
色食品认证，认证产量 1.12 万吨；南县青茅岗
家庭农场、湖南常洲农业 2 家企业 3 个产品正
在申报绿色食品认证；朝晖蔬菜合作社、海尚
家庭农场、普绿园蔬菜合作社、美滋蔬菜合作
社、美侬蔬菜合作社等5家经营主体准备启动

绿色食品认证申报程序，预计认证产品数为8个。
同时，南县积极引导蔬菜经营主体缔结产业联盟，拓展广州、深

圳、福州、上海、长沙、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大中市场。全县蔬菜由
“大路菜”逐步向“精细菜”提档升级。在菜薹生产旺季，发往全国各
地的菜薹日销量达20多万公斤，高峰期达30多万公斤。美侬、朝晖、
普绿园等蔬菜产销合作社与广州江南农产品市场、深圳海吉星蔬菜
市场订单生产反季菜薹等，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在省内最大市场长
沙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南县蔬菜比比皆是，白菜薹、红菜薹反季栽
培，赶早上市，成了广州、深圳市场上的抢手货。

据了解，2020 年以来，南县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
程，申报和建设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加工基地，在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益阳市展示中心启动仪式暨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上，南县蔬菜协
会签约销售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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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在熟练地摆放地标产品“通辽黄玉米”，像在堆砌金黄色的长城。
通辽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供图

河北行唐：金秋姜农收获忙

金秋时节，河北省行唐县的6万余亩生姜陆续成熟，当地
农民抢抓农时收获生姜，供应市场。近年来，行唐县大力发展
生姜种植，引进先进种姜技术，实行标准化生产，并为农户提
供栽培技术、储存、销售等“一条龙”服务，助力生姜产业快速
发展。 骆学峰 摄

云果产业提质增效快速发展

10 月 23 日，以“四季云南·名果共享”为主题的“云南省
‘10大名果’宣传推介活动”在云南省新平县戛洒镇举办。笔
者从活动中获悉，近年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决策部署的有力推动下，作为“绿色食品牌”重
点产业之一的云南水果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产业规模上，2020 年云南省水果种植面积 1150 万亩，
产量 1102 万吨，产业综合产值 893 亿元，分别较 2018 年增
22.8%、35.5%、97.6%。从数据上看，产值增长最多、产量增幅
次之、面积增量最少，直观地体现出产业经济规模效应在“提
质增效”中得到了充分释放。

在主体培育上，2020年云南省水果产业省级及以上龙头
企业达到 113家，较 2018年增加 66家；全省 200个“绿色食品
牌”省级产业基地中，水果产业省级基地有28个。美国卓莓、
联想佳沃、陕西海升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落户云南强劲发展，
和本土的优质龙头企业一同发挥着“云果”主力军作用。

在绿色发展上，2020年云南省水果产业绿色食品获证产
品 531 个、认证面积达 48.4 万亩、认证产量 82 万吨，分别较
2018年增 184%、94%、64%；获有机认证产品 225个、认证产量
9.3 万吨，分别较 2018 年增 84.8%、41%；全省水果产业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累计达到21个。绿色、有机和地标的快速
发展，高度契合时代健康生活、健康消费的趋向。

在品牌建设上，连续4年举办名品名企评选表彰，16户企
业荣获“十大名果”，其中连续 3年以上获奖的企业有 5户，体
现出市场对品牌越来越明显的认同度和集中度。2020年全省
水果出口额达到 26.5 亿美元，占到全省农产品出口额的
50.9%，较2018年增117%，是云南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品类。

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就云南水果绿色发展
技术应用作了发言，建议云南把推动绿色发展作为云果产业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根本，进一步擦亮云南“绿色食品牌”的底
色；百果园集团董事长余惠勇、《花果飘香》主创清扬和省内外
水果产业专家对云南水果产业发展成效作了高度评价，对云
南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建议；部分“10大名
果”企业代表介绍了各自做产品打品牌的好经验好做法。

“云南水果产业的出路在于走中高端，只要认真做好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品’文章，云果产业一定大有可
为，未来可期。”云南省“绿色食品牌”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负
责人从云果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和市场品牌建设三个方面
作了全面分析阐述。 李苏榕

山西2021农产品质量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吕梁举行

10月25日，山西省2021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在山西省吕梁市体育馆举行。本次演练模拟了一起食用农
产品引发 100 余人中毒事件后，农业农村部门介入开展应急
处置的全过程。演练以“短片+现场演练”的形式进行模拟，
共设计事件发生与报告、先期处置与响应、响应升级、现场调
查与处置、响应终止、后期处置等6个科目。

吕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油晓峰在致辞中指出，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新时期农业和
农村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吕梁市委、市政府严守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底线，紧紧抓住标准化生产，切实推动
执法监管、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安全溯源等各项工作，全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连续三年保
持在98%以上，切实保障了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姚继广表示，此次活动是山
西省首次农产品质量安全Ⅲ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具有很
强的实战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希望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
悟这次应急演练的内涵，学习实质、学习方法，全面提升做
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完善
制度机制，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强化风险评估，提升发现问题能力，全力推进山西
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梁英杰 韩笑

黑龙江依安县
有机焕发黑土新活力

黑龙江省依安县地处北纬47度，具有得天独厚的黑土资
源，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光照充足，拥有发展有机食品的先决
条件。在明确“生态县、有机粮、建设高端食品供应大厨房”的
发展目标之后，依安县全力打造黑土保护利用“依安模式”，进
行土地有机转换。加快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保墒抗旱能
力，实现空气、土壤、水以及周边环境全部达到有机标准，确保
农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有大幅提高。计划到2022年，全
县实现有机土地转换 50 万亩，“十四五”期间，规划建成世界
最大的200万亩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在推进有机土地转换的同时，依安县在28平方公里的黑
龙江依安经济开发区内建设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区和有机食
品产业集群，引进北纬47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等大型食品
加工企业，重点发展鲜食玉米、蔬菜等绿色有机食品精深加
工，实现农产品加工向规模化、集聚化、有机化方向发展。

陈丹华 田畅 包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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