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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 李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就在前不久结束的第 22届中国绿色
食品博览会暨第 15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
博览会上，山东省淄博市选送参展的“蓼
坞小米”地理标志农产品荣获金奖。“靠
品质赢得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
程为蓼坞小米的精品化改造帮了大忙。”
淄博市北园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波
介绍。

关于蓼坞小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
溯到宋朝，清代蒲松龄的《农桑经》中也
能见到相关记载，至今，在淄川寨里镇
蓼坞村，居民们还保留着给谷子脱粒的
原始工具——硈臼和石碾等。尽管蓼
坞小米历史悠久，口感香糯，富含硒元
素，品质上乘，但消费者对这一品牌却
知之甚少。

为帮助蓼坞小米树形象，强品牌，走
精品化品质发展路线，淄博市淄川区农业
农村局专门成立了“蓼坞小米”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从品种培
育、采收加工、溯源管理等方面入手，让蓼
坞小米生产全过程都有了相应的标准体
系，助力蓼坞小米走出山村，走向全国。

品种改良驯化，做优蓼坞
小米质量

春天，正是播种的季节，在蓼坞小米
良种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忙着播种，“眼
下就是最佳的播种时机，再过几个月，这
一批良种种植的蓼坞小米就可以收获上
市了。”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的老杨介绍，用
籽粒饱满、色泽金黄的蓼坞小米蒸出来的
米饭，散而不柴，香味浓郁，好吃极了。

中医认为，小米味甘咸，有清热解渴、
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功效。作为绿色农
产品，蓼坞小米品质好，营养价值高，经检
测，其中含蛋白质 11%以上，与大米、白面
不相上下，脂肪接近 6％，相当于大米、白
面的 9倍，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需
的各种维生素，可以改善消化系统，防止
胃痛、呕吐。此外，小米的色氨酸含量为
谷类之首，而色氨酸有调节睡眠质量的作
用，因此，睡前喝一碗蓼坞小米煮的粥，易
使人安然入睡。

蓼坞小米的高质量得益于品种改

良驯化，这是蓼坞小米打造地理标志农
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在
淄川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蓼坞小米
通过对传统品种进行提纯复壮、优化品
种结构等措施，已收集完成 4 个传统谷
子品种，通过对传统品种收集筛选，观
察生长特性，做好品质、产量不同种植
地块的试验对比，建立健全蓼坞小米的
生产档案资料。

“通过对蓼坞小米的良种培育和品
种改良，传统优良品种进行提纯复壮，消
除不良基因，保留良好基因，使小米保持
了品种纯度和稳定性，提高了品质和产
量，为蓼坞小米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品
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波介绍，他是
淄川区寨里镇东部山区农村长大的孩
子，小米窝头、小米煎饼、小米粥是他从
小吃到大的食物。1996 年，孙波在蓼坞
村的路边开了家北园快餐小店，往来食
客对饭店里的小米粥青睐，让他开启了
销售小米、靠小米发家致富的道路，多年
来种植蓼坞小米的经历，让他对如何种
出高质量小米颇有感触。

标准化生产，保证蓼坞小
米品牌形象

寨里镇蓼坞村一带一直有种植小米
的传统。这里属暖温带季风区半干旱半
湿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年平均温度在 12.9℃～19.2℃之间，平均
无霜期 189天，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谷

子生长周期长。两条河流淄河、蓼河蜿
蜒分布在全境，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补
给，河道水流延续时间长，保证小米生长
基本的灌溉需求。这一带的青石山，千
百万年的坡积，沉积处蕴含有多种矿物
质，弱碱性土壤、天然富硒土地为小米生
长提供了沃土。

有了种植的优良基础，更要有标准化
的生产体系。蓼坞小米以“公司+基地+
农户+合作社”的产业化生产模式，密切联
系种植农户，打通产销对接，为农户增收
致富拓宽了渠道。

据孙波介绍，合作社主要为农户提供
良种、种植技术指导，提升农户的种植水
平，等谷子收获后，还帮助农户销售小米，
让小米“不愁卖”，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
今年，他们合作社种植了 6000 亩蓼坞小
米，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已经有 600
多个农户在跟着合作社种植。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
大，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千家万户的种
植方式如果不能统一，品质无法得到保
障，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蓼坞小米”的品
牌形象。

为此，淄川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
提升蓼坞小米品质打造过程中，帮助企业
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管理体系。淄川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光明介绍，从谷子播
种到成品销售，要经过“三选、两检、一标
准、五统一”。“三选”是地块的选择、种子
的选择和种植户的选择；“两检”是指种植

户的谷子要检测，达到标准之后公司才能
收购，公司加工的小米检测达标后才能入
库；“一标准”就是绿色食品小米生产技术
标准；“五统一”就是种植管理模式要统
一，即统一供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
一收获、统一销售。通过以上措施，力争
使蓼坞小米成为质量硬、品牌响、带动能
力强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精品。

健全追溯管理，实现蓼坞
小米可持续发展

随着“蓼坞小米”市场美誉度、知晓度
提升，市场上假蓼坞、冒牌蓼坞等一系列

“李鬼”小米也开始冒了出来，价格更便
宜，品质更低下，假“蓼坞”让真“蓼坞”的
经营一度遭受重创。

为了守护蓼坞小米的美誉度，蓼坞小
米在淄川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帮助下，
先后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并在“蓼坞小米”商
标成功申报的基础上，顺利申请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保住自己的品牌，更要建立好品质的
“护城河”。蓼坞小米认真落实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健全产地准出制度，实现
产品带码（追溯码）带证（合格证）销售。

“经营与保护并重”的措施，让蓼坞小
米产业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特色产业。
2001年在全国谷子评选会上，蓼坞小米被
评为全国优质小米奖，2015年蓼坞小米被
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2018年蓼坞
小米荣获“第三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荣誉称号，2020年，蓼坞小米获
得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今
年，蓼坞小米更是斩获“第二十二届中国
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蓼坞小米”地理
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实现了品牌建设的

“连级跳”。
更高身价，更优品质，是“蓼坞小米”

的追求。下一步，蓼坞小米将通过地理标
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的持续实施，提升生产
标准化、产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
字化，进一步提高蓼坞小米产品知名度、
美誉度、市场占有率。

如今，蓼坞小米已进军北京、上海、苏
州、济南、青岛等地市场，深受消费者欢
迎，为农户持续带来可观的收入，蓼坞小
米成了当地农户的“黄金米”。

蓼坞小米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见成效——

优质“黄金米”养成记

淄川东部山区的蓼坞小米种植基地已形成规模。 受访者供图

□□朱佩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今年以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持续贯彻
落实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要求，推行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进“区块链
溯源+合格证”双证合一开具模式，落实企业
信息、农事记录、检测结果、巡查巡检“四必
链”信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闭环管理。
通过畅通溯源链条、打造企业品牌、提振消
费信心、促进优质优价，生产主体效益得到
有效提升。

助力企业产销对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
本。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受到重
视。通过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多维度向消费者展示了产品质量状
况，有效促进消费者的信任和购买。

来自四川省农村的“90后”小伙子利蒙，
2013年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江西省安义
县新民乡办起了养鸡场，成了远近闻名的养
鸡专家。通过落实“区块链溯源+合格证”制
度，他家的土鸡蛋成功与市场上其他鸡蛋拉
开差距，养鸡场会员每月同比增加 30%，在
面对客户的介绍推广中，也有了更足的底

气，成功与南昌几家大型连锁酒店签约了长
期战略伙伴关系。

在江西省崇仁县，退役军人陈共孙在郭
圩乡贯桥村创办了千亩大棚蔬菜，他发现，
自从有了可自动建立全程追溯链条的合格
证后，外地客商对蔬菜产品接受程度更高
了，订单也日益增多，公司销售收入增加了
10%左右，所产蔬菜销往浙江、上海、广东等
地中高端市场，真正实现了卖得出去、卖得
上价。

推动品牌持续唱响

古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农产品质量
是唱响品牌“大戏”的基石。承诺达标合格
证的开具推动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追
溯，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为企业打造品牌、
推广品牌夯实了基础。

多年前，带着回报家乡的满腔热情,方
勇军响应“回乡创新创业”的号召回到老家，
利用武夷山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在江西省上
饶市铅山县发展农业。

遵循“生态基地、绿色有机、精益求精、
全程追溯”的质量方针，公司成立了质量标
准领导小组，设立产品检验员 3 名、有机产
品内检员2名、绿色产品内检员1名，注册了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
安排专人负责，力推带合格证销售，品牌知
名度随着产品质量一路攀升。公司主营产
品鹅湖香米、铅山红芽芋双双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其中，“鹅湖山”牌铅山红芽芋
获得展销会金奖，被评选为农业农村部地理
标志产品、“江西名牌”产品。

在彭泽县，富民瓜篓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使用“合规宝”小程序规范开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先后被评为“国家扶贫产品”“全国乡村
特色产品”“江西省著名商标”等，在全国各
地农产品展销会上也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
总产值较上年度增长 1000 余万元，市场份
额增长率达20%，效益提升150万元，走出了
一条特色富民产业与农业绿色品牌相结合
的现代农业新道路。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吃水不忘挖井人”。越来越多农业企
业在政策的扶持和激励下做大做强，承诺达
标合格证在帮助企业提高产品价值的同时，
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让他们
有更多空间和机会，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
道，让更多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据随机调查的 178家企业数据显示，开
具“区块链溯源+合格证”后，企业效益总体
提升了 3.6 亿元，共带动农户约 16 万户，每
户年均增收约 5700元。军山湖大闸蟹产业
是进贤县域支柱产业之一，罗建军在这里拥
有 32 万亩有机水产品生产基地、1000 亩成
蟹暂养基地和 300亩河蟹良种基地，全面推
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以来，一批批携带

“区块链溯源+合格证”的优质农产品逐步走
进全国各地的河鲜市场，企业开具合格证
1.6万余张，效益提升了1333万元，带动农户
4320户，每户年均增收1.6万元。

2008年，回村创业的韩纯在家乡芦溪县
创办了第一家专业蛋鸡养殖场，后又在当地
政府支持下，联合全县 6 户专业养殖户，成
功组建了“芦溪县合丰蛋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并创办了红色扶贫与乡村振兴示范基
地。为保证产品质量，韩纯坚持每批鸡蛋附
带承诺达标合格证，同时，配备了完善的检
验室设施设备，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直供赣、
湘、粤等各大超市，经济效益连年增加。
2022 年营收利润达 3085 万元，其中合格证
的开具帮助公司效益提升了 1200 万元，企
业带动 116家农户年增收 120万元，实现了
企业、农户“双丰收”。

江西广泛推行“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实现农产品质量、企业效益、农户收入三提升
□□ 祁晓燕

为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提升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安全管
理能力，确保食用农产品流通环节安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对食品集中交易市
场开展入场查验和入场销售者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专项整治基础上，开展食用
农产品标签标识专项整治，多举措护航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落实市场主办方主体责任，从严落
实入场查验工作。一方面，要求食品集
中交易市场开办者依法依规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对入场销售者主
体资质审查、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信息
公示等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强化对入场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管理，审查食用农产
品的可溯源凭证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
品质量合格凭证，对检查、抽检中发现销
售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要求入场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依照集
中交易市场管理规定或者与入场销售者
签订的协议进行处理，并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报告。

落实入场销售者主体责任，从细做
好进货查验和标签管理工作，要求入场
销售者选择正规进货渠道并查验相关
凭证，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
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等内容。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不符合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要求的，应立即停止销售并
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
在风险的，应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
管部门报告。规范做好标签标识管理，
销售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
的食用农产品，须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
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上应按照规
定标注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
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
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
应予以标明，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应标明产品质量等级或者食
品添加剂名称。

落实市场监管部门属地监管责
任，推动食用农产品标签标识专项整
治走深走实。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坚持预防为主，推进产地准出与市场
准入衔接，保证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
品可追溯，全面提升市场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

食用农产品经营场所是食品走上市
民餐桌的重要环节，也是食品安全监管
全链条的重要关口。呼和浩特市将继续
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压
实食用农产品相关主体责任，不断提高
食用农产品安全保障水平，用心用情守
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多措并举护航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 李红丽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以下简称新农安法）实施以来，北京
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宣传培
训，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强化种植主
体质量安全生产理念,确保市民“舌尖
上的安全”。

5 月 16 日，海淀区农业农村局邀请
中国农业科学院参与修订新《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的专家，为各镇农服中心负责
人、三级网格员、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业务骨干等进
行了宣贯解读，系统介绍了新农安法出
台的背景和历程，全面解读了新农安法
在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风险管理和标准
制定、完善全过程管控措施、增强监督管
理实效、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方面的新变化，展现了新农安法实现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全覆盖、创新建立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进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等十大亮点。

同时，培训还邀请北京市农业综合
执法总队进行以案释法宣传贯彻新农
安法，北京市农安中心就新农安法推行
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网格化监管、农业

标准化基地创建等工作进行了要点讲
解和技术指导。海淀区西北旺镇某基
地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针
对性强，不仅了解了新农安法的新规定
和新要求，还学习了绿色优质农产品生
产技术规范，增强了我们作为生产主体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接下来我们会
组织园区培训，严格遵守用药间隔期、
规范生产记录、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等要求，生产出更优质、更安全的特
色农产品。”

海淀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建立了区、镇、村三
级网格员监管体系，推进绿色有机农产
品生产，产量同比增长近三倍，全区农产
品总体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下一步，我局将以宣传贯彻新农安
法为契机，以‘守好安全底线、努力推动
优质高线’为目标，继续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加大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力度，进一步推进农
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持续引导主体
进行绿色有机生产，牢牢守住农产品质
量安全关口，推动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再上新台阶。”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向敬阳说。

北京市海淀区

宣传贯彻新农安法 提升监管水平

□□ 郝朦

近日，江苏“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万
家”启动仪式暨首场展示展销活动在江
苏省南京市举办。本次活动以“助企兴
农惠民”为宗旨，以“绿色发展、品牌引
领、产业融合、消费促进”为主线。活动
中，江苏省第一批绿色有机餐厅评选结
果出炉，进一步助推绿色优质农产品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朱新华表示，开展“绿色优质农
产品进万家”活动，是提升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助力农业强省建设的具体
措施，是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是一件连接生产和市场、惠及
农民和市民的好事实事。为服务城乡
居民，服务生产一线，今年江苏省将组
织开展绿色优质农产品进广场、进学

校、进社区、进园区、进食堂的“五走
进”行动，积极搭建农产品“出村进城”
对接平台。

“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万家”展示展
销活动上，来自江苏省 13 个区市的 68
家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优质企业齐聚河西金融城。远近
闻名的高邮咸鸭蛋、口感清甜的老山洋
槐蜜、扬州五亭推出的全国第一款“有
机包子”……150 余种特色农产品引得
许多周边企业员工、市民等争相抢购，
销量喜人。

除了企业“面对面”实地推介、群众
“零距离”放心消费，现场更有酒店大厨
掌勺，烹饪新鲜的冰清鲥鱼和盱眙龙虾
等特色美食，向现场顾客免费提供。美
美与共，绿食共享，一场农产品企业满
意、消费者满足的味蕾盛宴在这里热闹
上演。

江苏

“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万家”活动启动

图为“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万家”活动现场。 郝朦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作为落
实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措施
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已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进一步落
实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规范食用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出证行为，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在全市范围启动实施“达标合格农产品亮
证行动”，制定印发《关于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专项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行动，强化食用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执法检查。

天津市静海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
在对该区团泊镇某蛋鸡养殖合作社开展执
法检查时，发现该合作社销售的鸡蛋未按照
规定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当场下达了责令
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整改。半月后，对
该合作社复查发现，其没有落实整改措施，
销售的鸡蛋产品仍未按法律规定出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依法
对该合作社未按照规定出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一案进行立案调查。

2023 年 4 月，静海区农业农村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七
十三条规定，对该合作社作出罚款 600元行
政处罚决定。这是天津市在新农安法修订
实施后，对未依法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行为
开出的首张罚单，在全市范围内既起到了有
效的警示教育作用，又有力推动了承诺达标

合格证制度落地实施。
下一步，天津市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加大普法宣传
力度，积极引导农户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持
续强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执法检
查，督促生产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持续推
动承诺达标合格证规范亮证与农业农村重大
创建认定、农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
展会参展、网络销售等工作有效衔接，进一步
推动食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深入落实。

天津：开出首张未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罚单
监管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