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叶林茂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百旺
农业种植园、四季青镇绿色果品种植园
通过北京市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
基地验收，成为海淀区首批全程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化基地。百旺农业种植园
以优质草莓种植为特色、绿色果品种植
园以优质樱桃种植为特色，制定并推进
企业标准落地实施。

据了解，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化基地是从市级优级农业标准化基地中
筛选出来实施建设的，需符合本地区现
代农业发展要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控的相关环节上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较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全程标准化基地要参照DB11/T202、
DB11/T203在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
环节建立与本基地实际生产相适应的农业

企业标准体系，涉及生产操作规程、重点人
员岗位职责、关键环节管理制度等13项关
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因素。

全程标准化基地重点加强在生产全
过程中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技术设备应
用。在杀虫灯、黄板、天敌等绿色防控技
术设备基础上，还要在水肥一体化控制、
电子信息追溯等方面加强新技术新设备
的应用，实现从生产源头到餐桌的质量
安全全过程管控。

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基地需要在优质种苗选择、投入品管
理使用、明确检测计划等生产环节和实
现质量溯源，实现品牌化销售等产后环
节加强标准贯彻，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提升。市区将对评定的全程标准化
基地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控措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方
面给予扶持。

北京海淀

建成首批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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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银田农贸市场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
水果等农产品质量。春节即将来临，该局深入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农
贸市场上销售的各类农产品进行严格检查，营造放心消费的良好氛围。

郜玉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摄

山东菏泽

加强节前农贸市场监管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自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的通知》以
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两部门迅速行动，联合发布了《关
于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的通告》，全面推动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试行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承诺达标
合格证为载体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市
场准入衔接机制，实现地产农产品从“田
间到餐桌”全过程质量安全追溯。

在生产端，按照“谁生产、谁用药、谁承
诺”的原则，由种植养殖者在严格执行《农
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试
行）》基础上，作出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
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
不超标，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的承诺，自主
开具，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
机构、村（社区）委员会、检测机构、农产品

批发市场等不应代替种植养殖者开具。
在市场端，按照索证索票制度的要

求，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
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制度，认真留存、查验“三类主体五类
产品”（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生产的蔬菜、水果、活畜禽、禽
蛋和养殖水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据统计，2021年1月至11月，河南省
共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347.1 万张，附带合格证上市农产品 93.1
万吨，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试行工作进展顺利。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强对开
证生产主体的日常巡查检查、风险监测
和监督抽查，督促生产主体持续规范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将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督促指导食用农
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生产经
营者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落实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河南

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地标保护在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在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交易大
厅内，LED大屏正不断滚动显示蔬菜产地来
源、农残检测结果等信息。作为寿光市重要
的蔬菜集散地，如何保证进出物流园蔬菜的
质量安全？物流园总经理助理国明茜介绍，
物流园检测中心配备了 4 台先进的速测仪
和 14 名检测人员，检验能力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每日从凌晨 2点 30分开始，分 3个班
次对交易区、理货区进行采样，日检测蔬菜
样品1000余批次，全年共30余万批次，检测
合格率99%以上。

作为我国名副其实的“蔬菜之乡”，寿光
市现有蔬菜种植面积 59.4 万亩，蔬菜大棚
15.7 万个。2017 年寿光市被确定为国家第
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县）。近年来，寿光
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底线，创新实施网格
化、全域化监管模式，探索和创新农药监管

方式，持续加大农药质量及农药残留监管力
度，从源头上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2018
年 7 月，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户寿光，
成为国内唯一的蔬菜质量标准方面的国家
级平台。不仅成立了 4 名院士领衔的专家
委员会，组建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
盟，以标准集成引领蔬菜质量安全，还出台

“寿光蔬菜”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探索建立
“统一农资、统一生产、统一监测、统一标识、
统一追溯、统一销售”的“六统一”园区化质
量追溯管控机制，在山东、江西、内蒙古、四
川、西藏等省（区）认定 27个试验示范基地，
将“寿光标准”推向全国。至此，标准化如同
一把“金钥匙”，为寿光乃至全国蔬菜产业打
开了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如何夯实农安监管“最后一公里”？
2019 年，寿光建立立体型网格化监管机制，
把全市 15 个镇街区划分为 28 个网格，配备

56 名监管员、28 辆专用车，对全市农资市
场、合作社和种植户的农投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进行全年全天候监管。实现每年网格
内蔬菜种植户检测全覆盖，蔬菜经营主体抽
检全覆盖；镇级网格落实监管人员负责区域
监管和巡查，指导村级网格开展工作；村级
网格落实村“两委”成员分片包干和村级监
管员日常监管措施，对所辖蔬菜大棚、农资
经营单位、村头蔬菜市场、蔬菜加工销售企
业、种子种苗生产经营单位等进行检查，收
集上报蔬菜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做到村级有
人看、镇级有人管、市级有人查。

通过开发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利用高
清国土 3D 地图，寿光对全市蔬菜大棚、合
作社和农资门店进行 GIS 精准定位，实施
农药实名制电子销售监管，为 1659 家农药
门店建立进销货数据库，综合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大数据资源的互
联互通、智慧分析，蔬菜生产、农药实名制

销售、蔬菜质量检测、蔬菜交易流向等数据
全部可查询、可追踪。全面落实食用农产
品电子合格证制度，依托 1500 余家蔬菜合
作社、蔬菜购销处等交易市场通过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管理服务系统，农产品“带证明
上网、带编码上线、带标识上市”，蔬菜质量
实现全程智慧追溯。

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是做好新时
期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构
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推动农
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寿光
创新开展农资经营规范化创建，按照“先整
改、再提升、后考核”的步骤，将全市农资经
营门店划分优秀、良好、一般、不合格四个等
级，按照“非请勿扰”“就事论事”“加强督查”

“重点监管”四个标准，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分等级实施金融扶持差异化激励，建立
争先树优、正向激励引导机制，使农资经销
商由被动监管变为主动规范提升。

山东寿光：守住蔬菜“舌尖上的安全”

□□ 杨抒燕

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在玉溪市、保山
市和普洱市启动绿色有机农产品收益（收
入）保险试点工作，通过有效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用市场化的保险方式为农户
农企解决后顾之忧。绿色有机农产品收
益（收入）保险在全国尚属创新开展，对推
动农业保险由保成本向保收入转变，由保
生产向保环境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试点开展绿色蔬菜收入保险，积极引导传
统高污染种植模式向绿色环保种植模式
改变，促进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农户稳收增
收，鼓励蔬菜种植实行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降低对土体、湖泊水质的污染，实现农
业面源污染精准化治理。通过农业保险
手段引导大水大药大肥种植方式向绿色、
有机标准过渡，再通过多年的土地生态环
境改良逐步升级到有机标准，提升湖泊生
态环境质量，实现湖泊保护与农业产业发
展双推动双促进。同时，试点开展有机茶
叶综合收益保险，提供覆盖茶叶全产业链
的综合保障方案，通过有机茶叶种植保
险、有机茶园采摘率保险、有机茶叶价格

保险等，从种植、生产、销售各风险环节保
障有机茶叶企业整体收益，从而稳定有机
茶企生产经营效益，鼓励扩大有机茶园种
植规模，引导台地茶向高品质领域发展，
增加茶产业附加值，推动云茶产业转型升
级，保障绿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绿色蔬菜收入保险将在提
供全面风险保障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政
府+保险+银行+药肥企业+种植主体”
供应链金融保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
引导种植主体投保，分担自然灾害风险
及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保障农户基本种
植收入。通过科学技术支持，引入有机
生物药肥企业指导，帮助种植主体种植
绿色蔬菜，提高蔬菜品质和利润，引导蔬
菜种植向绿色有机化生产转型。通过供
应链金融服务，引入银行提供资金融通，
发挥农业保险增信功能，解决蔬菜种植
主体前期投入成本压力和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有机茶叶综合收益保险对有机茶
叶种植、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提供全过程
风险管控和保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茶
企投保，分担有机茶叶全产业链各阶段
自然灾害风险及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保
障茶企茶农基本综合收益。

云南

试水绿色有机农产品收益保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慧 王小川
见习记者 欧阳靖雯

“走边城、看红山，看那一片片荞麦
田。坡坡连着山，香喷喷的荞面叫我放不
下个碗儿……”在山西朔州市平鲁区，一
曲《红山荞麦之歌》唱出了当地人的幸福。

平鲁被誉为“中国红山荞麦之乡”。
每年金秋 9 月，在平鲁大地上，高低错落
的梯田间，已经成熟的红山荞麦粒粒饱
满，忙碌的收割机开始轰隆作响。

平鲁区地处晋陕蒙三省五县金三角，
平均海拔1400米，属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短，年平均气
温 5.5℃。适宜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红山荞
麦的优良品质，硒含量高，蛋白质、氨基酸
含量位居同类产品前列，以“粒大、皮薄、
色好、质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雁门关外笛声远，红山荞麦梦里香。
作为一个“老”产业，红山荞麦是如何从当
初不起眼的“配角”变身乡村振兴大舞台
的“主角”，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记
者多次走进平鲁区，访农户、进工厂、看产
业，总结当地保护与发展红山荞麦的实践
和思考，探寻红山荞麦从地域性小品种发
展成知名品牌的“平鲁之路”。

标准化种植
精心培育优质健康食品

荞麦是我国北方的古老作物，据资料
记载，平鲁红山荞麦种植历史有 800 多
年。南宋词人苏轼的“但见古河东，荞麦
花铺雪”就是描述了三晋大地“原头家家
种荞麦”的自然景观。

然而，荞麦曾经在粮食市场上并非
“主角”,而是长期充当度荒粮的“配角”。
“过去吃不上饭的时候，大家伙儿都是靠
种荞麦来度荒，好的地谁用来种荞麦哩，
都是选些‘剩下’的地，东一块西一块到处

‘打补丁’。”平鲁区阻虎乡大干沟村村民
王四哥对记者说。

荞麦作为一种杂粮，对土壤适应性
强，生育期也短，从播种到收割一般只需
两个月左右时间，且春、夏、秋三季都可以
播种。逢灾年，用荞麦补种、改种都可获
得一定的收成，是较为理想的救灾、备荒
作物。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荞麦衍生的经
济价值，让平鲁人看到其巨大的市场潜
力，从而加强对荞麦的保护和开发。多重
助力下，红山荞麦产业借势而起，获得多
项国家级、省级奖项和资质认证。1993年
获得山西省首届农业博览会优秀奖；1995
年获得第三届国际博览会银奖；2010年平
鲁区红山荞麦协会申请对红山荞麦实施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经过专业机构评
审，获得原农业部颁发的红山荞麦地理标
志证书。

名声有了，怎么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
的收益是个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
山荞麦处于优质无法获得优价的尴尬局
面。“在过去，填饱肚子才是‘大事’，荞麦
产量低，不是当地种植的首选，很难卖上
好价钱。”平鲁区多位荞麦种植大户向记
者表示。

转机在近几年开始出现。平鲁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吴晋平介绍，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变，健康生活
理念逐渐流行。红山荞麦具有降糖、降
脂、降胆固醇、抗氧化、抗衰老和抗炎等药
用功能，被当地人称为“土四环素”，作为
医、食同源的新型食品资源越来越受到消

费者青睐。
抓住市场机遇，平鲁区紧锣密鼓地通

过良种培育、调种补贴、支持有机配合肥
料施用、扶持本地龙头企业等措施大力发
展红山荞麦产业。

产业要振兴，种业必先行。红山荞麦
是平鲁区农技工作者经过一代又一代，年
复一年的精心选种和试种，培育出的独具
特色的本地良种。

优良的种源是红山荞麦品质高、产量
稳的源头，也是其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作
为朔州市级龙头企业，木森农牧有限公司
担负起建设良种繁育基地，为红山荞麦的
规模化种植提供基础种源的重任。

据木森农牧总经理穆智介绍，从2018
年开始，公司每年投资 100万元用于建设
红山荞麦原种基地。通过适应性栽培、科
学选种、人工去杂提纯，选优去劣等措施，
每年可提供 3 万亩的优质种源。2021 年
公司建设的 3400 亩红山荞麦良种繁育基
地被指定为省级小杂粮供种基地。该基
地的建立，为进一步打造红山荞麦品牌奠
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区农业农村局常年组织农技专
家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推广标准化种植
流程，确保每一颗籽粒品性优良。

“刚开始靠土方法种荞麦，收成不理
想。后来多亏了农技专家授课指导，又有
龙头企业带着我们干，荞麦种植才真正让
大家富起来。”从部队转业回村的“新农
民”吴勇一度对农业种植不够熟悉，接受
当地组织的专业培训后，现在的收入是三
年前的两倍。

目前，红山荞麦种植示范区的亩产超
过200斤，全区总播面积达到9万亩，直接
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00元以上。

“从‘度荒粮’到‘致富粮’，平鲁红山
荞麦可以说是朔州特色产业‘蝶变’的一
个样本。”朔州市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局
局长石生华表示。近年来，朔州市以基地
建设为引领，带动规模化种植，从源头上
确保小杂粮“产得优”，扎实做好小杂粮大
产业这篇独具特色的大文章，使朔州小杂
粮产业经济和粮食安全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

龙头企业带动
示范引领产业做大做强

在平鲁区，荞麦是百姓餐桌上的家常
美食。做腕托爽滑筋道，做面条麦香扑
鼻。用荞麦粉摊成薄饼，擦点酱汁夹上炸

油条或是香肠，香脆可口。减脂瘦身的羊
肉荞麦面、养生保健的青菜荞麦面都是当
地名小吃。

在 2021 年 9 月举办的 2021 地标农
品中国行（走进平鲁）暨第四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木森农牧直接将厨
房搬到了展销区，摆出一桌平鲁“红山
荞麦宴”。

荞麦“浑身都是宝”。穆智带上公司
团队研发的 20 多种红山荞麦系列产品，
热情地向参观者介绍：“餐前一支红山荞
麦醋酸爽开胃，饭后一杯苦荞茶醒酒消
食，再来块荞麦饼干、荞麦月饼当点心，休
息就用荞麦垫和荞麦枕……”

“我们算是抓住了红山荞麦加工产业
发展的机遇。”穆智介绍，公司的业务刚开
始是以其他粮食作物加工为主，五年前才
将精力和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红山荞麦的
生产上，“短短五年，产值和利润翻了好几
倍，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

荞麦食品的口感好坏、营养价值高低
与荞麦品种和加工工艺紧密相关。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的生产加工都是
小而杂，生产技术粗放，只能进行米面和
挂面的传统加工，且口感粗糙。

为了适应市场和满足新型消费者的
需求，木森农牧有限公司抓住红山荞麦的
优势特征，从 2020年起，成立了荞麦系列
产品研发团队，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荞
麦产品新品研发。累计投资4000多万元，
建立起多条红山荞麦产品生产线，生产加
工区域达到1.6万平方米。

穆智介绍，公司生产的甜荞面，含荞
量达 68%，高于市场荞麦速食产品含荞量
2 倍多，“独特之处还在于，烹饪时即使不
加多余的调味品，也有自然鲜香味。”

同时，依据相关标准要求，木森农牧
已形成一整套品牌农产品“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程质量控制标准体系。“通过建设
配套检验室、增加生产检测设备，我们对
荞麦种植到加工成品的整个过程严格把
关，确保产品的合格率。”公司技术员李文
清介绍。

截至 2021 年 11 月，木森农牧红山荞
麦种植规模达 1.2 万亩，总产 72 万公斤，
加工产品 2500 吨，实现了年产值超 2000
万元的收益目标。此外，通过“公司+农
户”的方式，以木森农牧为代表的当地龙
头企业通过签约带动收购红山荞麦、优先
扶持困难户种植红山荞麦，带动周边种植
区的 1200 多农户实现走种植红山荞麦发

家致富的路子。
平鲁区委书记马占文表示，做大做强

龙头企业，让其更好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
用，是保护和发展红山荞麦产业的重要抓
手。据介绍，目前平鲁农牧加工企业正以
红山荞麦作为加工开发的重点，投入资金
5000万元，开发和营销产品形成 6大系列
20多个品类。

传承农耕文化
拓展多业态发展路径

地处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平鲁拥有悠
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不仅是“红山荞麦之
乡”，还是“中国门神文化之乡”。大唐名
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中华门神尉迟
恭就诞生于平鲁区下木角乡上木角村。
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相互交融，商
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交错碰撞。

2021年丰收节期间，在大干沟村的红
山荞麦种植基地，游客们不仅感受着万亩
麦香，还能欣赏到有着 800多年历史的非
遗文化表演——踢鼓秧歌。现场鼓锣交
替，男女对舞，一踢一转，一扑一闪，妙趣
横生，极具地域特色。

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有故事的产品。
不同的地域农耕文化可以帮助地理标志
农产品品牌提炼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从
而建立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培养品牌忠
诚度，提高市场竞争力。将踢鼓秧歌这张
文化名片和红山荞麦这张地标名片巧妙
组合，对于讲好地标故事、保护和挖掘地
域特色资源优势意义重大。

激活、兴盛乡村文化贯彻在平鲁区乡
村振兴的实践中。马占文表示，要继续扩
展生态、文化、农业等多业态发展路径，打
造具有平鲁浓厚乡土气息的品牌产品。
突出地理标志农产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的作用，丰富农产品文化内涵。

“过去宣传是我们的短板，导致红山
荞麦虽然早早取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却没有发挥出品牌
影响力。”平鲁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苏存
明说。

如今，瞄准打造荞麦之乡，红山荞麦
逐渐走上了品牌“快车道”。“这几年政府
组织大家一起到全国跑展会，借助政府宣
传和媒体的力量不仅打开了销路，也打开
了新思路。”穆智说。

作为红山荞麦的“带头大哥”，木森
农牧这两年动作连连。线下创建 500 平
方米红山荞麦专营实体店、入驻“朔州市
新产品展销馆”，线上积极开拓淘宝、快
手小店、拼多多等多家网络销售平台。
同时，抓住全区现代产业园区建设的契
机，建设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将万亩红山
荞麦田高标准示范基地打造成具有塞北
特色的田园观光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平鲁农业必须在特优上下功夫，在
品牌上做文章，才能走得更远。”平鲁区委
副书记、区长郝云如此认为。2021 年 9
月，“平鲁红山荞麦”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工程项目启动。下一步，平鲁将以地
理标志农产品为引领，让产业结构更优
化、产业链条更完善，打造生产生活生态
协调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样板，带动更多
农户丰产丰收，让农业更有奔头，让乡村
更有看头。

“凤凰城外斜阳里，荞麦花开是故
乡。”红山荞麦因有了平鲁这方特殊土地
而愈来愈彰显其品质，平鲁也因这款地标
产品而更加富有魅力，焕发出勃勃生机。

红山荞麦梦里香
——从地域性小杂粮发展成知名品牌的“平鲁之路”

朔州市平鲁区红山荞麦标准化种植基地。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