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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聚焦蔬菜产业链标准化地位更突出

相较于往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蔬菜产业链提出了更加
全面、细致且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措施，涵盖“菜篮子”稳产保供、
种业振兴、三产融合、设施农业发展等方面。蔬菜产业受到国家层
面更多、更全面的关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入了新时
期，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机遇。我国正围绕重点农产品，加快
产地环境、品种种质、投入品管控、产品加工、储运保鲜、包装标
识、分等分级等关键环节，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制
修订一批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试点打造一批全产业链标准化基
地，培育一批高标准引领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精品，选树一批标准
化带动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示范典型，建立从源头
到消费终端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整
合国内外标准文本与数据，加快了蔬菜标准集成研发。在中心开
发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查询服务平台上，可以看到CAC、ISO等
4个国际组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
要贸易国家，国内10个农业食品相关中央部门以及各地方标准
管理部门的蔬菜相关标准文本，共计近2500项，形成了14大类、
182个品类的蔬菜标准数据库。此外，中心还进一步加工整理了
安全限量类和质量品质类指标数据35万项，可对标准指标进行
比对预警，提高了数据库的实用性。

在做好蔬菜标准集成的同时，中心凝心聚力，加快标准研制，
以寿光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和产业发展模式为基础，积极争
取全国蔬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蔬菜分技术委员会、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试验站、华夏有机农业研究院蔬菜分
院、山东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蔬菜产业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相继落户中心，并充分发挥标准中心专家委员会作用，承
担了农业农村部首次针对设施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制定任务。

在中心的努力下，截至今年，已编制完成了37种蔬菜的54
项生产技术规程，启动16项国家、行业标准和110项地方标准研
制工作。《设施蔬菜标准体系研究》和《寿光蔬菜国际标准研制可
行性研究》，为国际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2021年11月9日，农
业农村部发布公告，批准了110项农业行业标准。其中，由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主持起草的行业标准NY/T 3952-2021《日光温
室全产业链管理通用技术要求 辣椒》、NY/T 3953-2021《日光温
室全产业链管理通用技术要求 茄子》、NY/T 3954-2021《日光温
室全产业链管理通用技术要求 西葫芦》正式发布，将于2022年5
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光温室辣椒、茄子、西葫芦3项全产业链行
业标准的发布，进一步健全了日光温室蔬菜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是对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农业农村部大力推进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的具体实践，将有力推进日光温室蔬菜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服务蔬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而就在此前，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印发2021
年度“山东标准”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确定442项项目列入
2021年度“山东标准”建设项目计划。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牵
头制定和参与制定的山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共8项、国家标
准项目1项，涉及设施蔬菜生物防治、拱圆大棚建造、种苗繁育、
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蔬菜废弃物发酵堆肥、设施蔬菜物联
网应用等多个领域。

以点带面
大力培育试验示范基地
全面推进标准落地

制定完成的标准如何向整个行业推广？中
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标准的落地作为工作
的重点之一。如今，中心抓住“生产标准化”的
关键一点，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蔬菜全产业
链标准化推广模式，进一步加快了标准输出。

试验示范基地的培育是标准落地工作中
具有代表性的环节。通过培育试验示范基地，
落脚于整链条输出寿光蔬菜标准，从而实现
由“技术输出”向“模式输出”转变，引领蔬菜
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2021年，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联合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试验示范基地的培
育工作。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培育工作
的通知》（鲁农质监字〔2021〕10号）要求，经
主体申报、各县市初审、培育培训、网上材料
提交、现场核准等程序，新认定了21 家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设，是为加
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
型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
准“领跑者”，加强农业技术标准化体系建设，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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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
化、品牌化发展，加快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中心为加强对认定基地的标准输出和技
术服务，特意开发了大数据服务平台，实现了
基地的线上申报、蔬菜质量全程管控、基地产
品产销对接、蔬菜标准查询、关键指标比对预
警等功能，以确保各基地严格按照标准生产。

中心对试验示范基地实行的是动态管理，
通过对基地标准落实情况实行动态监测，定期
不定期开展产品质量监测，确保按标生产，并
由标准中心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开展试验示
范，通过示范培育，进一步提高基地、园区制标
用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执行的标准亮出
来，把良好的技术规范形成企业标准，突出“标
准引领”的作用，共同维护试验示范基地这块
金字招牌，共同推动优质优价机制的建立。

为推动标准的进一步落地，标准中心还通
过举办高峰论坛、成立标准化创新联盟、借力
国家战略等途径，让每一套标准“看得见、摸
得着”。

开展蔬菜品质感官评价
推动实现

蔬菜优质优售、优质优价

中心建设了国内唯一的蔬菜品质
感官评价和分析实验室，成立全国蔬
菜感官与营养品质研发中心，率先在
国内开展蔬菜品质感官评价。2021年
5月10日，中心联合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蔬
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共
同举办了“2021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十
大鲜食番茄”评选活动和“美味番
茄”品质风味专题研讨会。中心与浙
江工商大学合作开展蔬菜感官品质评
价维度与权重研究。后期，中心将采
用不同蔬菜专有的感官属性词开展消
费者喜好度评价，以期达到更加准确
的评价结果，率先构建番茄、黄瓜感
官评价标准。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
间，逐步建立蔬菜品质认定体系。

除了制定、推广蔬菜标准，标准
中心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行业
需求，围绕破解“如何应对农业同质
化竞争，保障蔬菜高品质供给”的重
大课题，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惯
性思维和传统路径，以标准化助力蔬
菜品牌培育，实现品质蔬菜优质优
售、优质优价。

在业内，标准中心率先开展了蔬菜
的品质评价，以使品质蔬菜实现有标
可依。2019年12月，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蔬菜品质感官评价与分析实验
室建成投用，并开展检测技术研发，
这也是国内唯一的蔬菜品质感官评价
和分析实验室，随后于2020年9月成
立了全国蔬菜感官与营养品质研发中
心，率先在国内开展蔬菜品质感官评
价与分析技术研发，用标准数据定义

“好”蔬菜。今年以来，标准中心又举办
了多次感官评价活动，邀请行业专家、
普通消费者共同参与。2022年 1月13
日，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蔬菜品
质感官评价与分析实验室进行了8种
口感（中型）番茄的感官评价活动，感
官评价者从果形与外观、果肉质地（弹
性）、多汁感、酸甜感、化渣度和后余味
多个属性进行综合评价。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提炼提炼““寿光标准寿光标准””引领产业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共推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共推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

学标准学标准 懂标准懂标准 用标准用标准““全国蔬菜质量标化广万里行全国蔬菜质量标化广万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
农业现代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业标准化。它涉及农业领域的方方面面，从种子种苗，到农药化肥，从操作流程，到设施建设。蔬菜作为农产品

的一个大类，多年来其标准化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成立以来，依托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优势，抓标准研发和推广，总结提炼“寿光标
准”，形成在全国可复制能推广的标准化模式，以蔬菜品质认定服务蔬菜优质优价，引领蔬菜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为强化蔬菜全产业链技术标准
推广及服务，积极推动“寿光模式”整体对外输出，大力打造“北方蔬菜报”蔬菜标准化宣传服务平台，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北方蔬菜报》共同举办“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化万里行”活动。本期开始，“全国蔬菜质量标准化万里行”栏目将带您一同走近蔬菜标准化，看一看标准化在蔬菜产业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