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科农业旗下农产品自去年 11 月登

上南极科考队的餐桌后，今年他们公司

的“绿印象”牌蔬菜再度登上了极地科考

队的餐桌。

此次万科农业提供了大西红柿、山

药、土豆、冬瓜等 48 种蔬菜，总供应量达

2 万多公斤。不管是蔬菜种类还是供应

量都比去年增长一倍多，成为“雪龙号”

的主要蔬菜供应商，打响了瑞安农产的

品牌知名度。

近年来，万科全力打造精品蔬菜品

牌“绿印象”，成为越来越多精品超市、高

端市场的合作伙伴，大大提升了本地蔬

菜的附加值。

万科农业仅仅是我市打造农产品牌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瑞

安农产”品牌，实施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

培育与优质农产品营销网络建设。自

2016 年 5 月，首家“瑞安农产”区域品牌

旗舰店开业以来，“瑞安农产”已累计在

温州市政府生活配套服务区、瑞安旅游

集散中心等场所开设 7 家品牌体验店。

此外，“瑞安农产”还与农商行丰收购等

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上线多种品牌旗

下优势农产品，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眼下，全市涌现了“上望花椰菜”、

“鹿木马蹄笋”、“金川有机大米”、“华盛

水产”（白色农产品），“香海烤虾”、“梅屿

番茄”、“高楼杨梅”（红色农产品），“清明

早茶叶”、“陶山甘蔗”（绿色农产品），“陶

山温郁金”、“瓯柑”（黄色农产品，“高楼

茄子”（紫色农产品）等一批知名的五彩

农产品。

同时，我市大力发展“三品一标”（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统称“三品一标”）经济。

据统计，目前“三品”总面积达到 12.36 万

亩，无公害农产品 34 个，绿色食品 11 个，

有机农产品认证 4 个，地理标志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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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有了国字“金名片”农产品质量更安全
■记者 潘敏洁 通讯员 杨剑/文 记者 庄颖昶/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名单，我市榜上有名，成为温州

唯一上榜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据了解，2016年以来，我市围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以落实责任为基

础，以标准生产、全程监管为手段，构筑起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链”，全力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

作为马屿镇15号地块的护田员，洪邦

钱一有空就到田里逛逛，清理田间地头随

处乱扔的垃圾，宣传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和农业生产技术规范。

据了解，15 号地块护田员既有像洪邦

钱这样有威信的农业大户，也有地块所在

村的村干部。除了护田员，15 号地块还有

田长和副田长，他们分别由镇班子成员和

驻村干部担任。据悉，马屿镇以河流、道路

等为界限，将全镇农田划分为20个网格地

块，每个地块配备田长、副田长及护田员。

田长、副田长、护田员，按网格对农田

实施管理，形成了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的特殊模式——“田长制”。据悉，去年

我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借鉴“河长

制”的成功经验，在全省率先推出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田长制”管理模

式。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田

长、副田长负责组织日常检查和督促考

核，护田员负责具体落实，并联系群众共

同管理农产品安全。

目前，我市以粮食功能区、蔬菜现代

园区、林果种植基地为载体，以56省道、瑞

枫公路、滨海大道、绕城高速、104 国道复

线、高铁、沈海高速等 7 条主要道路两侧

15 万亩农田为重点，将全市约 25 万亩农

田划分为202个网格。每个网格均设置田

长、副田长和护田员，由乡镇（街道）班子

成员担任“田长”、驻村干部担任“副田

长”、4 到 6 名村干部或区域内有威信的大

户担任“护田员”。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网格化管理，构筑全域监管网络，落实“田

间地头随手捡”“化肥农药合理用”等措

施，形成覆盖全市区域的网格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机制。

农田首创“田长制”

生产实现标准化

马屿天井垟曾经是涝区，经过“两区”

和“三位一体”等建设，如今已华丽转身为

浙江省最大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达到亩产

吨粮的生产能力。

据介绍，天井垟种植的水稻实现全程

机械化、配方施肥、综合防治等现代化先进

技术，并且大力推广新型农机具。不但保

障了粮食质量和安全，也提高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粮食种植和生

产。

近年来，我市围绕粮食、蔬菜、林果、畜

禽、水产五大主导产业，制定实施 23 项农

业地方标准，强化对“产出来”环节的安全

控制。目前，我市建成金川有机稻米、上郑

花椰菜、湖岭肉鸡、九里红瓯柑等一批标准

化示范场。全市标准化生产面积38万亩，

标准化生产率63%以上。

此外，我市围绕农药、化肥、废弃包装

物的减量控害，推行统防统治、绿色防控、

配方施肥、健康养殖技术，不断推进生态化

种植。据统计，我市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统

防统治 31.1 万亩，绿色防控 3.7 万亩，测土

配方施肥 58.1 万亩。回收处置农药废弃

包 装 物 43.88 吨 ，回 收 率 、处 置 率 均 达

100%工作。同时，我市开展畜牧业绿色转

型升级，全市42家规模养殖场全部安装线

上防控体系，建成14家美丽牧场。

农资（农业投入品）监管是保证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首要关口。近年来，我市创新

农资经营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农资经营示

范化创建，强化农资信息监管，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工作做法作为全省先进推广。我

市还全面推行农药购买实名制、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鼓励施用有机肥，从源头上减少

有害物质对农产品质量的危害。目前，我

市已全面禁止使用高毒农药，限用农药全

面退市。

同时，我市还组织开展农资经营规范

化示范店创建活动，按照统一门店招牌、统

一农资摆放、统一明码标价、统一制度上墙

的要求，全市创建农资经营规范化示范店

42 家。陶山式熊农资连锁店、梅屿大锋农

资连锁店获评 2017—2018 年全省诚信农

资经营示范店。

农产品“身份”可追溯

“你看，每一袋包装好的‘净菜’，都

附带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

就能迅速获悉蔬菜的生产基地、农事操

作、检测方法等信息。”万科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雷大锋说。“净菜”是蔬菜

加工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也是该公司

的主打产品。

万科农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实行“从田头到餐

桌”的全过程一体化质量安全管理，采用

统一供种育苗、农资供应、肥水管理、病

虫防治、产品检测、品牌销售的一体化运

营方式。

2014 年，我市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并以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瑞安市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为溯

源点试点，为试点合作社配备必要的检

测 设 备、二 维 码 打 印 机 和 相 关 培 训 指

导。同时将部分规范生产主体的概况、

检测数据录入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溯

源平台。

目前，全市 168 家示范性规模生产

主体全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二维码追

溯，可追溯率达 100%。消费者可扫描二

维码，随时查看农产品生产信息以及主

体基本信息，从而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

闭环追溯。

每逢农产品上市，马屿的农户都会

习惯性地带农产品样本到马屿镇农业公

共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只要农产品检测

符合标准，工作人员就会打印了一份农

产品食用合格证。除了农户主动带样本

前来检测，该中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窗口工作人员也会入田随机抽检。

据悉，我市每个乡镇都设置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和农残快速检测员，

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和农产品农

药残留抽样检测。目前，我市已形成了

以瑞安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乡镇快速

检测室、生产经营主体自检室、农贸市场

检测室为网络的四级检测体系。据统

计，我市全年定量检测达到 1200 批次，

乡镇快速检测室免费对外开放，定性检

测达到 1 万批次。

农产品牌影响力扩大

产农品进入商超 市民在采摘瓯柑市民在采摘瓯柑

检测人员对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抽样检测检测人员对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抽样检测 农户在选购农药农户在选购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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