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根顶花带刺的小黄瓜垂
挂在蔓藤上，一垄垄甘蓝青翠鲜
嫩，长势喜人，走进宁海越溪乡
绿色城堡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个占地
1000 多亩的蔬菜基地创建于 2006
年，是国家级农作物(蔬菜)病虫害
综合防控示范区，宁海、宁波两
级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

在“绿色城堡”，每个蔬菜大
棚都配有防虫网，像是罩着一顶
大蚊帐，细密的网状结构让虫子
无法进入。“这可以直接有效地将
绝大多数虫害隔离在网外，大大
减少打药次数，甚至不打农药，
提高了蔬菜安全水平。”合作社负
责人陈乾明介绍，自 2007 年成功
创建无公害蔬菜基地以来，合作
社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标准化

生产，全面推广应用无公害蔬
菜生产配套技术，通过频振

式杀虫灯、生物有机肥、
农业物联网智能化控制
系统等生态化综合防
治措施应用，基地每
亩 农 药 减 量 40% 以
上，节本增效 310 万
元。

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更多体现在农
药残留的控制上。合

作社生产的每一种产品
上市前都要进行农残检

测 。“ 如 果 样 品 检 测 不 合
格，这一批次产品将不能上市

销售。”在实验室，检验员一边演

示小青菜、丝瓜等样品的农残检
测，一边向大家介绍，“这是农产
品上市的第一步检测，非常关
键，必须要做好。”实验室建立了
详细的台账，包括检测了哪种样
品、检测结果如何等。

“对企业来说，获得‘三品一
标’农产品认证，有助于提高品
牌公信力；对消费者而言，认证
产品意味着更为安全可靠，吃得
更放心。”市人大代表王金文说，

“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无公
害农产品大有市场。”

每天，这里的各类新鲜果蔬
从田头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绿
色城堡”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赏
识。合作社因势利导，建立生态采
摘园，还发展了 300 多名会员。除
了定期收到配送的蔬菜瓜果外，会
员还可以经常来基地参观蔬菜种
植环境，了解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
程。每年，合作社吸引 2 万多名
游客前来休闲观光，体验农事采
摘，年增收150万元以上。

“我们公司的蔬菜大棚，不仅
用上了‘蚊帐’、摄像头，还有背
景音乐，今后还将投入更多资金
添置更多设备，用科技手段打造
生态农业。”随行参观的市民代表
李柳生，是宁波科奥农业的负责
人，他对无公害农产品的发展前
景信心十足。

走访当天，代表、委员们还
来到宁海长街山里红果蔬专业合
作社，参观无公害水果生产基
地。近年来，“山里红”合作社引

进、种植宫川、由良、红美人等
柑橘品种，同时实施病虫害统防
统治，进行标准化生产，提升柑
橘品质。今年 7 月，基地产品获
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书。

“我们种植的橘子，每公斤卖
到 10元至 20元，比普通橘子价格
略高，但还是很受消费者欢迎。”
负责人王金龙说，橘子卖得好，
不仅因为口感好，更因为其全程
无公害的生产环节，保证了产品
的营养、绿色和健康。

“使用经过发酵的猪粪、牛粪
等农家有机肥种植的无公害柑
橘，口感比使用复合肥种出来的
更好，很受市场欢迎。”王金龙
说，不但施肥有讲究，合作社还
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操作规程，
生产资料采购情况、什么时候施
有机肥、什么时候打农药等都会
进行详细记录，严格按照无公害
标准进行种植。

在这 200 多亩的柑橘种植基
地，漫山遍野的果树上缀满了金
黄色的柑橘，像亮起了一盏盏小
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橘
香。每到周末，来自上海、杭
州、宁波等地的游客自驾来基地
采摘游。行走在橘园里，收获一
份喜悦，品尝一份甜美；登上山
坡远眺，象山港渔帆点点，滨海
风光无限。王金龙说，今后，合
作社将进一步把生态农业和休闲
观光有机结合，走“生态+农业+
旅游”之路，推动农业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

代表、委员走进田间地头
零距离体验无公害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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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先要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

根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的要求，市绿色食品办公室
工作人员分别深入各大超市、农
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菜场及农贸
市场，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 三 品 一 标 ” 标 志 使 用 专 项 检
查。检查员在一排一排货架、一
个个摊位上进行检查，寻找使用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或文字的产
品。

检查人员将所有记录下来的
照片与“三品一标”管理系统中

的登记信息逐一对照，查看使用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标志的产品是否具备有效的
证书，用标产品与标志信息是否
相符，是否超范围使用标志，是
否转让、买卖证书和标志，是否
伪造、冒用标志等。同时还要查
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人是否
和登记证书持有人一致或通过官
方授权，标志使用人信息是否已
录入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系统，
是否存在超范围使用标志行为，
以及是否存在伪造、冒用标志和
证书行为。

“走访 50 多个地方，检查了
约 350 个‘三品一标’产品，未

发现冒用、伪造和超范围使用无
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
理标志的行为。”市绿色食品办公
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从检
查情况看，相关标志标识使用情
况规范，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标
识采用防伪标识比例较高。

检查工作也是一次普及和宣
传“三品一标”知识的契机。工
作人员走到哪里，就把资料发到
哪里，共计发放安全优质品牌农
产品消费指南等宣传资料近 5000
份，引导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经营
主体正确识别、选购“三品一
标”产品，为优质农产品的生
产、消费营造良好氛围。

开展“三品一标”标志使用专项检查
为农产品质量戴上“安全帽”

本报记者 孙吉晶 王珏 通讯员 康庄严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 （简称“三品一标”），是农业部主导的安全优质农
产品公共品牌。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
势下，大力发展“三品一标”已成为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
的有效途径。

能否保证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安全，牵动着每一位
百姓的神经。今年年初以来，市农业局绿色食品办公室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品一标”标志使用专项检查，组织
各类农产品安全知识传播、品牌宣传活动，有力提升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近日，市农业局联合本报，组织部分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走进宁海“三品一
标”基地，亲身体验生产种植环境，现场品尝产品味道，
一起溯源绿色优质农产品，感受绿色优质生态产品的发展
成果。

我市“三品一标”产品

截至今年 10 月底，我市共有
有效期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953
个 、 产 品 940 个 、 面 积 153.6 万
亩、产量116.44万吨，有效期内绿
色食品认证企业 100 家、产品 167
个、监测面积4.56万亩、批准产量
11.76 万吨，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1
家企业、年产量 0.2 万吨，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 1个、面积
4万亩。此外，有农业部中绿华夏
认证有机食品 3 个、面积 958 亩、
产量 245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产品 9 个。在主要食用农产品中，
三品比率为57.1%。

何为“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
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和规定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
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
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初加工的食用
农产品。

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
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
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
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
相关产品。

有机农产品是根据有机农业原
则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方式及标准生
产、加工出来的，并通过有机产品
认证机构认证的农产品。

有机农业是遵照特定的农业生
产原则，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
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
合成的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
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
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
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的农
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
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
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相
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
历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
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孙吉晶 王珏 整理）

今年，我市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试点单
位 。 创 建 国 家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市 ， 不 仅 是 各 个 职 能 部 门 的 工
作，也离不开广大市民和消费者
的支持和参与。为进一步提高消
费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让
消费者更好地认识“三品一标”
食用农产品，市绿色食品办公室
积极组织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知
识传播和品牌宣传活动。

今年年初以来，市绿色食品

办公室工作人员先后走进江北区
双东坊社区和海曙区宝善社区、
南门街道柳锦社区、三忠巷翠柏
公园等地，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进社区活动。在活动现
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员拉横
幅 、 摆 展 板 、 发 资 料 ， 答 疑 解

惑，吸引了不少“马大嫂”的目
光 。 在 与 消 费 者 面 对 面 的 交 流
中，专业人士为市民朋友提供农
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咨询，普及
和宣传“三品一标”知识，指导
居民科学选购安全优质农产品。

今年 6 月，宁波市 2017 年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宁波市公共
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启用活动在市
文化广场举行。“三品一标”宣传
工作者在现场向市民提供农产品
质量安全咨询服务，发放安全优
质品牌农产品消费指南等宣传资
料。

此外，市农业局还与街道社
区、红烛爱心志愿者建立起互助
共享机制。在进社区活动中，志
愿者身着红背心，分发 《创建国
家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市 公 开 信》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
等资料，受到社区居民的关注和
好评。

市农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三
品一标”产品都有官方统一的认
证标志，消费者若能仔细辨认这
些标志，就不大会买错。当然，
也要防范假冒认证标志的情况。

“三品一标”知识宣传进社区
辨别农产品好坏不再难

农产品安全看得见农产品安全看得见

““三品一标三品一标””擦亮农产品擦亮农产品““ ””招牌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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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超市检查工作人员在超市检查““三品一标三品一标””标志使用情况标志使用情况。。（（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供图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供图））

““绿色城堡绿色城堡””的种植基的种植基
地地。。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检查员在进行农残检检查员在进行农残检
测测。。 （（竹海竹海 摄摄））

小黄瓜种植基地小黄瓜种植基地。。 （（竹海竹海 王珏王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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