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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务院命名的“中
国蔬菜之乡”，山东省潍坊
市寿光现有蔬菜种植面积
59.4万亩，蔬菜大棚15.7万
个，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
产和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
的蔬菜集散中心。在多年沉
淀下，寿光市早已形成蔬菜
产业标准化、全产业链化的
思维模式，制定行业标准，
掌握蔬菜界的话语权。

大范围的数字化温室大
棚，自动巡检、授粉、施肥、采
摘、运输等不同用途机器人，

“中国寿光型智能玻璃温
室”……一系列高科技产品
的投入使用，助力菜农全程
机械化、智能化管理。

在过去三年里，在寿光
挂牌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心将覆盖主要作物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的蔬菜质量标准数
据库推广至全国26个省份，
全国新建蔬菜大棚中一半以
上有“寿光模式”的身影。寿
光市农业农村局蔬菜技术推
广科科长刘春香称，“我们还
会到不同省市发展飞地经
济，例如，海南、江西、贵州等
好多地方都有来自寿光的服
务，包括农资供应、产前产中
技术服务、产后销售等。”

此外，雄厚的科研实力
也是寿光蔬菜立于不败之地
的法宝。一粒小小的种子，
如果没有自主研发的实力，
也会成为一个地区蔬菜行业
发展的“卡脖子”难题。而
在种子研发这一赛道上，寿
光走在了前列。截至目前，
寿光市拥有13家企业育种研
发中心，140个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17亿
株达到年繁育能力的种苗。
寿光种子不仅可以满足本市
需求，全国各地都有“寿光
种子”的身影。

“ 寿 光 现 在 重 点 做 种
业、种苗的研发，从全国聘
请了很多院士、专家来做农
业科技顾问，包括农科院、
中国农大等40多家省以上的
科研院校。同时，寿光蔬菜
特别重视科技创新和推广。
沈阳生态应用研究所、中国
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每年都派
遣非常多的专家、研究生，
在寿光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他们的研究成果带来
的科技进步对寿光农业的增
长贡献率达到 70%以上。”
刘春香表示。

高质量、高标准，“寿

光蔬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都有口皆碑。作为全国最大
蔬菜集散中心的寿光，年产
蔬菜达432万吨，年蔬菜交易
量达900万吨。此外，寿光蔬
菜销路通达，除了销往国内
200多个大中城市，还出口到
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委
内瑞拉等国家。

展望未来，刘春香认
为，“现在寿光发展进入从
产业规划到农业新技术全产
业链打通的新阶段，要做强
现代化大农业，做好高端品
牌的打造。寿光蔬菜公共品
牌已打造成功，目前缺乏的
是个体品牌、企业品牌。通
过打造高端个体品牌，拿得
出手、叫得响，寿光蔬菜才
能打开新市场。”

来源：中新经纬

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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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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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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