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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后完成了16项国家、
行业标准和110项山东省地方标
准立项，建设形成了14大类、182
个品类的蔬菜标准数据库……”
近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党
组书记、主任付乐启告诉记者，把
设施蔬菜全产业链标准研制作为
突破口，他们依托山东省潍坊市
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优势，全面总
结设施蔬菜生产管理经验，全力
保障全国人民吃上高质量、高品
质的放心蔬菜。

在全国
认定50个试验示范基地

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
范园是寿光全面推行蔬菜标准化
生产体系的种植基地之一。走进
其中，记者看到30多座新建的现
代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列。这些大
棚按照蔬菜全链条标准化建设和
种植，并实现了全链条的智慧化、
标准化生产。

“全部推行农资、技术、管理、
检测、品牌、销售‘六统一’标准化
管理，实现自动控温、自动喷滴
灌、自动放风、自动施肥、卷帘自

动化。”该示范园相关负责人范志
强介绍。

从2019年起，蔬菜质量标准
中心在全国认定 50个试验示范
基地，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
示范园是其中之一。

“对试验示范基地，我们前端
为监管，后端为服务，实现了与市
场对接，打通产销全流程，优质果
蔬实现优价，让标准化在社会上
切切实实见到实效。”标准中心推
广科科长李兰娟表示。

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也是试
验示范基地之一。合作社理事长
崔玉禄告诉记者：“标准中心专门
打造了产销对接平台，我们合作
社的口感番茄、羊角蜜等可按订
单种植，直供国内顶尖果蔬收购
商。”

在标准中心帮助下，该合作
社形成了番茄生产技术规程、番
茄优质安全生产实用手册。“原来
我们种的普通西红柿每斤2元钱，
现在按照标准种植的口感西红柿
每斤20多元钱，有了标准，就有
了质量保证，也有了口碑和品
牌。”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张

美香说道。

由技术输出
向标准模式输出转变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由农
业农村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打造，于2018年7月12日在寿光
成立。近水楼台先得月，寿光全域
已基本实现蔬菜生产标准化，为
全国农业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
生产作出了率先示范，并以此服
务带动全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牢牢把牢蔬菜行业“话语权”。

“我们把标准研制作为蔬菜
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以集
成改革创新填补蔬菜全产业链标
准空白，努力把更多‘寿光标准’

‘潍坊标准’打造成为‘全国标准’
‘世界标准’。”付乐启说。

有了标准的支撑，寿光加快
由技术输出向标准模式输出转
变，为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提供
了农业“无标生产、无标流通、无
标销售”问题集成解决方案，让全
国新建大棚中一半以上有“寿光
元素”。

西藏白朗县原先只能种植露
天萝卜和土豆。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在这里建设蔬菜基地后，从蔬
菜品种、园区规划、温室建设、技
术指导、运营管理等提供全链条
标准服务，力促该县果蔬种植面
积由原来的248亩增至6000亩，
以全县1.28%的可耕地产出了占
农牧业总量41%的效益。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
科科长夏海波介绍，为解决蔬菜
产业链前端种子种苗、后端产后
运输、预制菜加工等单个环节标

准缺乏的问题，他们还面向生产
经营主体，全面实施“制标、用标、
贯标、达标”帮扶活动，满足市场
化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标准中心联合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创新研制《黄瓜品种真实性鉴
定SSR分子标记法》行业标准，准
备建立黄瓜品种DNA指纹库。在
此类标准“撑腰”下，广大蔬菜种植
户确定种子真假将不再是难题。

初步建立
蔬菜品质评价标准体系

从种到收，蔬菜产业已有标
准，但蔬菜品质、感官的评价却是
个空白领域。2020年，该中心与中
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运行国内唯
一的蔬菜品质感官评价和分析实
验室，从鲜食蔬菜起步，通过招募
感官评价志愿者等方式开展感官
评价活动。

标准中心认证科负责人高珏
晓告诉记者，目前已形成外观、果
肉质地等综合品质评价的 10项
关键指标和蔬菜品质评价标签，
初步建立蔬菜品质评价及分级标
准体系，并完成了番茄、黄瓜品质
评价标准研制，正在推进辣椒、南
瓜、萝卜、大白菜等蔬菜品质评价
标准，努力实现好吃的蔬菜用数
据说话。

“我们已累计完成57个番茄
品种和 25个黄瓜品种的感官评
价，发布‘2021最受消费者喜爱的
十大鲜食番茄’排行榜，树立了蔬
菜品质感官评价‘风向标’。”高珏
晓说。 来源：潍坊融媒

连放大招
寿光靠标准
掌握蔬菜行业“话语权”

现代化蔬菜种植技术

现代化蔬菜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