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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提出总体要
求，认真落实“标准决定质
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
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
有高质量”，加强农业技术
标准化体系建设，试验、示
范、推广、应用标准中心蔬
菜全产业链标准，集成试验
推广一批绿色化、优质化、
标准化技术，建成一批蔬菜
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蔬菜
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优质化
发 展 ，创 新 提 升“ 三 个 模
式”，加快全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

针 对 基 地 预 选 培 育 ，
《通知》 要求，各县市区(开
发区)依据 《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认定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认定
管理办法)，根据当地蔬菜
优势种植品种，从龙头企业
种植基地、现代农业产业
园、田园综合体、产业强
镇、特色小镇、蔬菜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中筛选一批标准化预选培育
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也可同时申报标准
化试验示范基地。符合条件
的培育主体填写标准中心蔬
菜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预选
培育申报表，于 6 月 20 日
前，县市区(开发区)汇总后
以PDF格式报市局种植业科
和标准中心推广科公务邮
箱；初核通过的预选培育基
地由市局统一组织到标准中

心培训学习。标准中心针对
每个基地不同蔬菜种植品种
提供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并定期派
出专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开展试验示范。市县两级农
业农村局选取技术专家实行

“一对一”技术指导，共同
做好试验示范基地培育工
作。

针 对 基 地 申 报 认 定 ，
《通知》 规定，县市区(开发
区)农业农村局依据 《认定
管 理 办 法》 中 的 认 定 程
序，组织符合条件的预选
培育基地准备相关申报材
料，于 10 月底前报标准中
心推广科；标准中心汇总
名 录 后 抄 送 市 农 业 农 村

局。由市局和标准中心组
织相关人员和专家，对基
地进行现场核准，经核准
合格的基地，市局和标准
中心行文公布，并授予牌
证，有效期3年。

《通知》 也提出了基地
激励政策，获得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
地称号的，优先申报省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上
级政策性项目资金优先向
基地安排。基地可在产品
包装、市场宣传等方面使
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心试验示范基地”字样。
基地名单将在多家媒体对外
宣传发布。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地膜残留污染形势
依然严峻

地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
资料，具有增温、保墒等功
能，能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
和品质，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
重使用、轻回收，部分地
区地膜残留污染问题日益
严重，已成为制约农业绿
色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
近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深
入实施地膜回收行动，加
强地膜污染治理，强化政
策发动、示范带动、科技驱
动、监管带动，推进地膜污
染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但是我国地膜残留污染
依然量大面广，所有覆膜作
物的农田土壤中均有不同程
度地膜残留污染；地膜生
产、销售、使用和回收各环
节的主体责任不明确，责任
落实不到位；生产企业小散
乱现象依然存在，销售市场
监管缺乏力度，地膜新国标
落实不到位；回收利用市场
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回收
利用环节的激励作用有限；
关键环节缺少成熟可推广的
技术，机械化回收效率低、

成本高，全生物降解地膜短
时间内也难以大范围推广替
代。

为加强地膜污染防治，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农
村部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
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
治的意见》。《意见》 的出
台，将完善地膜污染防治的
政策框架体系，构建地膜全
程全链条监管机制，明确各
方主体责任。

地膜污染防治的
“寿光方案”

动员会上，寿光市农业
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宣读了
《寿光市地膜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提出了寿光市地膜防治
任务目标：到2020年底，各
镇街区回收体系基本建立，
全市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
上，力争实现全市废弃农膜
全面回收利用，地膜覆盖面
积实现零增长。到2025年，
全市地膜残留量实现负增
长，农田白色污染得到有效
防控。

同时明确了各相关单位
职责分工，要求集中利用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一次地膜污染防治
专项整治行动。还要求在属
地管理、技术指导等方面提
供保障措施。

会议提出，要规范生产
行为，强化市场监管。地膜
生产者应具备产品质量检测
能力和相关设备，不得利用
再生料进行生产，禁止生产
厚度、强度、耐候性能等不
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地
膜，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应
当标注地膜推荐使用时间。
地膜销售者采购和销售地膜
应当依法查验产品包装、标
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不得采购和销售不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的地膜。

要搞好宣传指导，提高
农户环保意识。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大力宣传残留地膜
的危害和回收的重要意义，
提高农民对地膜污染防治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
认识。宣传典型做法和工作
成效，充分发挥示范辐射的
带动作用，切实推动废旧农
膜回收与资源化利用，促进
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要实施分类回收，构建
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各镇街
区围绕构建由政府、企业、
农户、社会共同参与的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和“使用
者分类归集、政府扶持与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的长效机
制。按照“谁使用、谁回
收”的原则，根据废旧地膜
的功能、材质和再利用价
值，釆取适宜的回收利用方
式。建立健全以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点为主的废旧地膜回
收网点，偏远地块或地膜集
中使用区域由社区、村民委
员会设置废旧地膜回收站点
（临时堆放点），配置必要的
设施设备。

要加大督导检查，集中
开展地膜整治百日会战。集
中时间、人力和物力，广泛
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地膜污
染防治百日会战，对村边、
路边、河边、沟边、棚边、
地边等所有场所残留的地
膜，进行一次全面彻底地捡
拾清理，做到应收尽收、集
中处理。要加强地膜使用技
术指导服务工作，大力推广
标准地膜和适期揭膜技术，
提高地膜回收率。要加大执
法力度，对违规生产、销
售 、 使 用 不 达 标 地 膜
（GB13735-2017） 的行为进
行严厉查处，做到不符合标
准的地膜不出厂、不进店、
不下田。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潍坊地区启动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培育工作

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寿光市召开农用地膜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动员会议

日前，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委《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

染防治的意见》，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召开了全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动员会议。会议

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建国同志主持，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工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融媒体中心和各镇街区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为推进标准化战略实施，推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成果试验转化，全面提升蔬菜质量标准

水平，近日，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蔬菜标准化生

产基地示范培育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在全市开展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培

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