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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山东省潍坊市寿光蔬菜
小镇的蔬菜大棚里，管理人员正在一人
多高、长势正旺的樱桃番茄间穿梭忙碌
着。再过不到3个月，这里产出的新鲜

“寿光菜”将直供2022年北京冬奥会，端
上世界各国运动健儿的餐桌。

这是近几年继寿光蔬菜直供粤港澳
大湾区、疫情期间千里送菜驰援武汉等
之后，展现寿光担当和菜乡力量的又一
实际行动。这也是寿光蔬菜被确定为全
国首批50个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集群之
一，“寿光蔬菜”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

标之后，寿光蔬菜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的又一生动例证。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董事长马晓梅接
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北京冬奥会蔬菜直
供方，集团目前正在全力稳妥推进蔬菜
保供工作，专门成立了保供工作小组，
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重点从优良品
种筛选、标准化生产、质量安全追溯、
高效物流配送四个方面下功夫，确保让
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各国运动员吃上安全
优质的“寿光菜”。

在优良品种筛选上下功夫。针对冬奥

会对蔬菜品种和品质需求高的特点，筛选
一批自主研发的口感好、品质优良的蔬菜
品种供应冬奥会，让参加冬奥会的各国运
动员吃得放心。

在标准化生产上下功夫。依托蔬菜产
业联合体的打造，在生产环节严格按照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良好农业规范
（GAP）认证的标准和要求，千方百计保证
蔬菜产量和质量的有效供给。

在质量安全追溯上下功夫。充分发
挥寿光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的作用，
对育苗、种植、采收等各生产环节进行精

细化管理，实现蔬菜质量全程追溯。
在高效物流配送上下功夫。集团下属

的果菜批发市场板块正加快数字化的转
型升级，让物流更智能、更高效，从而保障
冬奥会蔬菜产品平稳有序供应。此外，按
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确保良好的物流安全秩序。

接下来，寿光市将全力以赴做好冬
奥会蔬菜产品保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寿光蔬菜的品牌影响力，为冬奥会成功
举办贡献“寿光力量”。

寿光日报记者 李守亭

全程标准化生产 严格质量安全追溯

北京冬奥会健儿将吃上寿光菜

11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山东省潍
坊市寿光羊田路与308国道西北角处的
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项目现
场，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划一、美观大
气。山东财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
副主任陈慕华边走边向记者介绍：“现在
蔬菜全产业链标准种植区的74个大棚
已全部建成，等棉被、卷帘机等设备装好
后，大棚就可以进行蔬菜种植了。”

“新建的种植大棚区，我们会通过组
织蔬菜产业集团和农村蔬菜合作社及社
员共同参与，以订单生产方式，来健全完
善寿光蔬菜生产的标准化组织体系。”山
东财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志强
表示，他们积极探索建立“龙头企业+蔬
菜合作社联合会+蔬菜合作社+农户（家
庭农场）”的产业联合体运营模式，推动
蔬菜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双提升，有效整合蔬菜产业各环节经
营主体的优势资源，打通蔬菜供应链体
系，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共同体，在寿光
广袤的田野上深耕不辍，结出硕果累累。

新建的大棚种植区只是丹河设施蔬
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项目的一部分。来
到项目其他现场，记者被这里的智能化
管理吸引。据悉，寿光蔬菜产业集团联合
省水发智慧农业集团共同研发的智慧物
联平台，涵盖全程智能化生产管理、全流

程可追溯智慧监管、农产品价格实时监
控、农业种植技术服务等系统，对所有温
室进行智能化管理，实现了全链条标准
化、智慧化生产，项目被认定为“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

记者来到物联网控制中心，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智慧物联平台，整个项目的
全景、数据统计、气象预报、环境监
测、温室情况等一一在大屏幕上展示。
通过大屏幕，记者看到“智能温室2”
前期种植了樱桃番茄，基本信息中登记
着种植面积、负责人及近期盘头、通
风、施肥等具体时间。在大屏幕右侧，
还能通过视频实时查看“智能温室2”
的情况。随后，记者走进“智能温室
2”感受实实在在的智能化，正在进行
吊蔓的工作人员张洪明告诉记者：“如
今大棚里蔬菜种植越来越智能化，结
合农作物各个物候期的生长习性，采
用前端物联网感知设备采集空气、土
壤、环境及作物的感知数据，利用数
据挖掘、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深度学
习等信息技术，全程智能化管理生产种
植。”

据了解，智能温室集成应用了荷兰、
以色列、寿光等高端蔬菜种植技术、设施
农业装备及优良品种，采用无土栽培模
式种植，全面推广蔬菜标准化体系。温室

配备的智能化灌溉设备，根据植株各个
生长时期所需的灌溉需求实施最佳灌溉
模式，确保植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安装了空气温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
分、土壤PH值、土壤EC值，二氧化碳浓
度、光照强度、叶面温湿度、茎秆粗细等
传感器，采集对应的环境数据、作物数
据，传到云端，利用对数据建模分析，结

合作物生长特点、种植标准，实现不同物
候期不同作物智慧管理的目的。

在品鉴中心，记者看到品种繁多的
各类果蔬产品，这里展示着精品蔬菜、鲜
切净菜、高山特色农产品、脱水精深加工
产品、冷冻蔬菜、调理产品六大系列产
品。在品鉴中心另一侧，还有寿光蔬菜种
业集团的种质资源库与实验室。

“从育苗基质到大棚建设，从种子到
果实，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从检验到包
装，严格的智能化标准贯彻于蔬菜生产
运输的每个环节。”范志强告诉记者，丹
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项目总规
划面积9348亩，其中位于稻田镇1222
亩，洛城街道8126亩。项目总投资15亿
元，规划建设国际种业博览会展示区、
国际先进种植模式种植区、蔬菜全链条
标准化生产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种
质资源保护中心和天敌熊蜂创新中心）
以及配套生产加工区（包括蔬菜加工、仓
储、冷链物流和生物肥等功能区），是按
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规
划建设的蔬菜高端产业基地。“项目分两
期实施，一期于2019年6月份开工，截
至目前已完成建设投资4亿元，建设一
期蔬菜智能化生产示范区475亩，标准
化生产区1578亩。”范志强表示。

寿光日报记者 郑小菲

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项目：
深耕蔬菜“联合体” 打造标准化生产标杆

严格标准 统一规范管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标标准委）
发布了《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分为数据概
览、重点工作、国际标准化、基础建设、
典型案例和大事记六大部分，全面系统
总结了2020年中国标准化工作。

数据概览方面，2020年发布国家
标准2252项，备案行业标准8105项，
备案地方标准8387项，社会团体在全
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布团体标准
9155项，企业自我声明公开企业标准
446664项。

重点工作方面，一是标准化工作改
革持续深化，制定发布了《强制性国家
标准管理办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标准管理的指导
意见》，国家标准制修订周期缩短至24
个月，纺织品、制鞋、家具、农机等领域
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超过95%。二

是标准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
发布《关于加强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
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增材
制造标准领航行动计划（2020—2022
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等标准化政策文件，农业农村、
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食品消费品、装
备制造和信息通信、现代服务业、社会
治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标准化工作进
一步夯实。三是标准化支撑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作用凸显。积极制定发布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国家标准28项、国家
标准外文版37项、地方标准80余项、
公开团体标准269项，向ISO、IEC提交
40项相关领域国际标准提案。

国际标准化方面，参与国际标准组
织治理，我国华能集团董事长舒印彪任
IEC第 36届主席，成为 IEC百年史上

首位中国主席，积极承担锂技术委员会
（ISO/TC 333）、IEC电力场站低压辅
助系统技术委员会（IEC/TC 127）等
技术机构领导职务和秘书处；开展双多
边交流，多次召开双多边合作线上会
议，推动与巴基斯坦、缅甸、哥斯达黎加
和非洲标准化组织等国家和区域标准
机构标准化合作文件的签署工作；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与水利部及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合作，推动制定小水电国际
标准，持续推进中俄民机互认工作，与
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合作建立标准
示范区，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标准信息平台。

基础建设方面，中国工程院数十位
院士领衔，340多位专家参与，开展国
家标准化发展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完成国家标准技术审评7700余项、国
家标准外文版立项评估1600项，组织

制定《总局内部司局标准实施信息反馈
联动机制方案》《国家标准实施信息反
馈内部运行规则（试行）》等制度文件；
组织11家单位开展塑料管材、金融服
务、政务服务等领域72项国家标准实
施效果评估工作；批准筹建空间科学与
应用、水环境技术与装备、建筑工程、智
能铸造、蔬菜等5家国家技术标准创新
基地；开展标准化职业技能“1+X”证书
申报、标准化师资库和教育培训教材库
建设；编制发布首部《中国标准化发展
年度报告》，开展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评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量持续提
升。

《年度报告》还包含“个人健康信息
码国家标准在精准抗疫中发挥重大作
用”等10件2020年中国标准化工作典
型案例，以及2020年度中国标准化大
事记。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0年）》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