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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版）》，为实现对农

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过程、全

链条监管，提供了法治保障。

近日，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会议在武威市召开，来自全省各地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一线的检验人员、执法人员

汇聚一堂，在武威市凉州区开展了观摩交

流活动，全面总结了我省对重点农产品开

展监管的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了 2024 年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点工作。

扫码溯源，从地头到餐桌
有迹可查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追溯所有从凉州

区产出的初级农产品的流向情况，建成了

完善的数据库信息，从农产品产地到终端

市场的每个环节都可以随时查询。”在凉

州区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农业大数据平台

前，讲解员这样介绍。

在大数据平台操作界面中，纳入了包

括宅基地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及交易、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产销服务等乡村振

兴大数据平台在内的 N 个涉农平台。可实

现涉农数据全时空、全过程、全场景、全解

析、全价值的“一张网”式智能监管与服务，

实现平台各参与主体的数据共享，形成农业

农村领域数据共享库，为凉州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体系。

这个功能齐全的大数据平台，引起了观

摩代表的极大兴趣。来自定西市农业农村

局的一名干部问：“大数据平台的数据信息可

以追溯到多久？信息内容又涵盖哪些范围？”

“平台上的数据信息从建成之日永久

性保存，目前平台纳入的信息内容可以追

踪到 2015 年，此前的信息数据也将有计

划上传备查。”讲解员回答，“平台不仅能

实现数据溯源和查询，还能按照指定年度

或以几年为一个统计周期，比对出产量、

销量、价格、农产品流向趋势等信息，并提

供基础的数据分析，为凉州区农产品的产

销结构灵活调整提供历史参考。”

近年来，武威市多措并举严把农产品

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全市 4个县区、93个乡镇全部建立了

农产品安全质量监管站，武威市、凉州区、古

浪县、天祝县等 4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

构通过“双认证”，2023 年以来监测样品

55963个，总体监测合格率达99.9%以上。

追溯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与国家、

省级追溯平台的信息互联互通，建成 5 个

市、县级追溯监管中心和 82 个乡镇监管

站平台，“三品一标”产品全部纳入追溯管

理，实现企业“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

流向可追踪、责任可追溯”。

“由于监管有力，农产品品质有保障，

受到了全国市场的广泛认可。”凉州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陈彬德说。

全程监管，提升“甘味”农
产品品质

保障农产品的品质，不仅要注重销售

上市环节的中后端监管，更要从源头上杜

绝有害农药、饲料添加剂的使用。

在凉州区发放镇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占地 1395 亩的 772 座日光温室里，西瓜、

辣椒、番茄、羊肚菌等作物，生长正旺，果

实累累。为了确保基地产出的农产品质

量 安 全 ，基 地 坚 持 推 行“ 种 苗 +指 导 +收

购+销售”订单农业产销模式，一方面在

“种苗”“种植”两端发力，推广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种植模式，实行统一种苗供应，保

障种源安全；另一方面安排科技特派员驻

点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增加有

机肥使用比例，强化病虫害监测，采用物

理、生物防治方法减少农药使用，全过程

实现质量可追溯。

同为现代设施农业的凉州区下双镇

日光温室现代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数量达

到了 2167 座，入驻园区的大型经营主体

有 21 家之多，主要种植 10 多种果菜作物，

由于规模庞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难题。

对 此 ，园 区 专 门 配 建 了 农 产 品 检 测

室，配备农残速测仪、冰箱、摇荡器等检测

设施，按照统一监测方案、统一抽样方法、

统一检测标准、统一试剂管理、统一上传

数据、统一规范制度的“六统一”管理模

式，对该园区及其周边生产基地果蔬进行

监测，2024 年上半年共检测样品 9 次 537

份，检测合格率为 100%。

凉州区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普法宣传，

织密监管网络，紧盯重点治理品种，严厉

打击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及生产流通环

节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年计划、月通

报、周抽检”制度，从源头上保障了优质农

产品安全供给。截至目前，全区有“三品

一标”企业 40 家、产品 122 个，认定全国名

特优新产品 2 个，培育“甘味”品牌 24 个，

授权“凉州农鲜”企业 39 家。“凉州农鲜”

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评选为“最具影响力

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荣获“2023 年度新

锐品牌 30 强”荣誉称号。

而 在 全 市 范 围 ，武 威 市 将 农 产 品 质

量安全的源头治理作为重中之重，建立

起 了 种 植 业 、畜 牧 业 投 入 品 负 面 清 单 ，

将 全 市 1543 家 农 兽 药 生 产 经 营 企 业 纳

入追溯系统，持续开展农资打假、“治违

禁 控 药 残 促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严 厉 打 击

涉农违法违规行为。

据 悉 ，我 省 加 强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管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厚 道 甘 肃 、地 道‘ 甘

味’”的知名度，为我省优质特色农产品规

模化、标准化、优质化生产提供了新动能，

释放出了强大的市场潜力。目前全省有

效期内“三品一标”产品达到 2317 个；有 8

个“甘味”农产品品牌入选农业农村部精

品培育计划。

持续发力，监管网格守护
安全品质

现 场 观 摩 中 ，来 自 白 银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的 薛 贤 玉 认 为 ，“ 要 加 强 农 产 品 走

向 市 场 的 中 后 端 监 管 ，源 头 上 治 理 更

加 直 接 有 效 ，我 们 监 管 工 作 要 从 源 头

上 发 力 。”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产

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确保全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在提升

监管能力方面，我省全面推进乡镇农产

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依托全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系统平台，建立省、

市、县、乡、村五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管理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乡镇监

管员、村级协管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查

检查、快速检测、技术指导服务，实现网

格内重点监管对象全覆盖。其中，凉州

区农产品质监站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

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能力建设

典型样板；玉门市、崆峒区网格化管理典

型经验列入全国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

格化监管服务典范……

通过不懈努力，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预警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监测项目、

范围和品种涵盖面更加广泛。在做好省

级例行监测的同时，在集中上市季节，针

对韭菜、芹菜、中药材等重点小宗品种开

展农残专项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8%

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 省 大 力 推 进 农 业 标 准 化 生 产 ，去

年 审 核 推 荐 农 业 地 方 标 准 制 修 订 项 目

310 项，发布 167 项，全省农业地方标准

达 到 1086 项 ，安 定 区 马 铃 薯 、榆 中 县 花

椰菜等 6 个基地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

一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

基地，建成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 18 个、省级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基地 23 个。

据 了 解 ，今 年 我 省 在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工作方面，不断强化政府属地管理责

任 、部 门 监 管 责 任 和 企 业 主 体 责 任 ，从

生 产 、技 术 、监 管 、追 溯 、宣 传 等 方 面 协

同发力，形成有效监管、合力共治格局，

努力推动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发挥主动作用，为广大消费者筑牢农产

品安全防线。

—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观摩交流活动见闻

守 护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又到杏熟飘香季。兰州市安宁区九和镇

兰沟村的杏子迎来采摘季，千亩的杏树上挂

满果实，金灿灿、红彤彤的杏子压弯枝头，空

气中弥漫着杏子的香甜，来自周边的游客们

穿行杏树间，感受着乡村的美丽图景。杏子

采摘游，正成为兰沟村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来自皋兰县的游客杨夏玮一家人采摘

着新鲜美味的杏子。“我是这里的常客，每

到采摘季节就带着家人转一转，来这里的

农家乐喝茶休闲娱乐，还可以尝尝香甜可

口的大接杏，这里的人气一年比一年旺。”

杨夏玮高兴地说。

杏子采摘不仅给游客带来了愉悦的体

验，更是让当地农民喜笑颜开。“我们对杏树

品种进行嫁接改良，保证六、七、八月都有杏

子可采摘，延长了采摘期，现在每天接待游

客上百人，周末游客更多，最多时上千人。”

景盛源合作社负责人朱学礼表示，如今在政

府引导下，积极发展采摘游，拓展了杏子销

售渠道，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延长了产业

链，加工制作杏酱、杏仁露，收益大幅增加。

兰沟村山清水秀、林木葱郁，是一处绝佳

的天然氧吧，这里土质优良、没有污染，加上

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杏树的种植，结出的杏

个头大、光泽度高，口感细腻，格外香甜。

“一枝独秀，不如众秀”。兰沟村带领

群众大力发展精品瓜果采摘、精细蔬菜培

育、钙果种植等特色产业，现有种植草莓、

葡 萄 、白 兰 瓜 等 日 光 温 室 120 座 ，高 架 大

棚 560 座。引进景盛源、富绿源等休闲农

业专业合作社 8 家，生态旅游观光面积达

600 亩 以 上 ，解 决 当 地 劳 动 力 就 业 约 120

人，全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该村先

后 被 评 为“ 省 级 文 明 村 ”“ 省 级 美 丽 乡 村 ”

“省级旅游示范村”。

除了采摘，游客可沿牛谢公路游览，参

观邹应龙纪念馆、小游园和辣椒广场，感受

美丽乡村的田园气息，还可在景盛源田园综

合体基地进行露营和自主烧烤，在基地餐厅

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和农家饭菜，让当地农户

切实感受到了“采摘经济”带来的“红利”。

近年来，九合镇围绕万亩桃园、千亩杏

园等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林果产业、蔬菜种

植、养殖产业，和以千亩花海、钙果观光种植

园、红色教育基地等为乡村景观轴线的精品

生态文化旅游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以

“产业富村”为目标，带领群众，发展精品瓜

果采摘、精细蔬菜培育、钙果种植等特色产

业，大力建设省级旅游示范村项目，坚持将

特色农业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与休

闲旅游相结合，不断丰富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内涵和载体。

安宁区借助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杏花招

牌”，打造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成功举办“乡

村文化旅游节”“杏子采摘节”“越野摩托车

场地全国邀请赛”等一系列活动，更好地推

动杏子采摘游发展，提升杏产业品牌知名

度。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家旅游、特色采

摘，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实现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

增值，使九合镇成为城市居民春季喝茶赏

花、就近踏青，夏末秋初体验采摘乐趣的旅

游好去处。

杏熟果飘香杏熟果飘香 乡村新画卷乡村新画卷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近日，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办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大农业入侵生物扩

张蔓延机制与高效防控技术研究”子课题“多靶标重大农业入侵

种联动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示范”现场观摩测评会在张掖举行。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新疆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等 10 家项目参加单位分别在张掖市党寨镇、甘肃

省农科院张掖节水农业试验站，对多靶标重大农业入侵生物联

动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入侵害虫番茄潜叶蛾、苹果蠹

蛾、入侵病害梨火疫病、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等重大病虫害的流行

规律、检测监测及防控等单项技术、集成技术、创新成果和示范

推广等进行了展示和交流。项目负责人汇报交流了多靶标跨区

域防控体系构建成效和为地方政府与制种企业服务的成效。

测评专家组对项目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项目

高质量展示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新技术、新产品，防控效果突

出，成效明显，为甘肃河西制种基地种业安全、产业安全提供了

技术保障。专家组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成果凝练和技术创新，对

标项目整体指标，同时关注涉及产业安全和区域安全的新外来

入侵物种和危险性物种，确保完成项目任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防控重大农业入侵种
联动技术测评会举行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继 2021 年、2022 年前两批

省级美丽幸福河湖试点取得良好建设成效后，近

日，第三批 3 条（段、个）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段

大夏河临夏州临夏市段、黑河张掖市高台段、金

川区金水湖顺利通过省级评价。

临 夏 市 积 极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有 力 推 进 水 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河湖面貌持续改

善。大夏河临夏州临夏市段，积极推进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区域防洪工程、亲水便民设施等建设

任务，完成了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7 大类指标 28 项

建设任务。

张掖市和高台县先后实施黑河流域生态恢

复综合治理、黑河城区段防洪及生态治理、黑河

湿地湖泊生态恢复保护示范区建设、月牙湖公园

提升改造等项目，持续巩固和深化河湖长制，推

动河湖面貌持续向好，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水

生态功能持续提升。高台县如期完成了省级美

丽幸福河湖 7 大类指标 28 项建设任务。

金 昌 市 金 川 区 建 立 健 全 党 政 同 责 的“ 双 河

长 ”工 作 机 制 和 区 、镇 、村 三 级 河 湖 长 体 系 ，实

现 了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全 覆 盖 ；建 立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跨 界 河 流 联 防 联 控 、“ 河（湖）长 +警 长 +检

察长”三长联动协作机制，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取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各地将进一步压实河湖长制工作责

任，创新河湖管理机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将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与城市功能定位、空间

发展布局相结合，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综合治

理，推动河湖面貌持续向好，水生态环境全面改

善，水生态功能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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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宝强）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为维护黄河流域休禁渔秩序，推动

黄河上游禁渔执法监管持续向好，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

局一行五人，日前赴甘肃玛曲县黄河干流、阿万仓湿地水源涵养

补给区、碌曲县郎木寺白龙江源头、洮河扁咽齿鱼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等地开展黄河禁渔联合交叉执法督导检查。

在 甘 执 法 期 间 ，执 法 组 未 发 现 涉 渔“ 三 无 ”船 舶 、违 规 渔

具、电毒炸鱼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性垂钓及违规从事娱

乐性垂钓等违反黄河禁渔制度的行为。执法组还调研了甘南

州渔业技术推广站，现场查看了土著鱼亲鱼养殖、查阅渔业安

全生产记录台账以及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种质资源保种场

项目建设情况。执法组认为，甘南州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统

一安排部署，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禁渔制度，禁渔护渔政策宣传

到位，群众自觉护渔意识很强，干群合力、群防群治作用发挥

到位。此次执法督导检查，发挥了黄河上游生态功能补给区

和涵养区对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确

保了区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经甘南州 433 公里，流域面积 8850 平方公里，水流

平缓，境内有 563 万亩湿地资源，水源补给量占黄河源区总径流

量的 50.7%，构成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系，具有很强的水源涵

养和水土保持功能，是维系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

障，被誉为“地球之肾”和“天然蓄水池”。

长期以来，甘南州全面落实渔业资源养护措施，规范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及经营利用等行为，实现分段管控，强化执法监管，

深化部门协作，推进了黄河禁渔专项执法行动有序开展。截至

2024 年 6 月，甘南州出动执法人员 212 人次，查办案件 6 起，移

送司法机关 2 起，有力打击和震慑了违法人员，维护了黄河禁渔

秩序，保护了水生生物资源。

黄河禁渔联合交叉执法组
在 甘 南 开 展 执 法 检 查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近日，省水利厅

联合省疾控部门在兰州举行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

第二届水利行业农村供水水质检测技能竞赛（决赛）活动。这是

贯彻落实省总工会关于开展“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的部署要求，也是构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加快推动农

村群众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具体行动。

本次竞赛经过为期三个月的预赛选拔，择优推荐了 41 名选

手参加省级决赛。决赛现场竞争激烈，参赛选手在理论测试中

展现专业功底，在现场实操中展现精准测定。最终，有 16 名参

赛选手在各自组别中笑傲群雄。

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供水水质作为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性指标，与群众的生活、生产息息相

关。各级水务部门要紧紧围绕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和农村群众

现代化生活需求，充分发挥水质检测监测核心作用，积极推动农

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为保障农村供水水质安全保驾护航。

农 村 供 水 水 质 检 测
技 能 竞 赛 在 兰 举 办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抽检农产品。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民乐县境内的公路与田园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