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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云南特色农业发展目前仍
处于现代农业发展初级阶段，各项水
平指标亟待提升。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赵俊伟
分析认为：首先，在农业发展的中长
期规划中，云南对农业标准化工作的
顶层设计比较欠缺。在农业产业体系
建设过程中，标准化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其次，目前的标准化工作组织形
式亟待提升。比如，缺少专门的农业
标准化管理机构，各管理部门在专项
工作经费的下达、使用和示范成果评
价等方面尚未形成合力，未能产生强
大的聚合效应。

再次，在现有的农业标准中，
解决农产品生产中单一问题的标准占
比较高，体系化程度还很低，没有形
成对特色农业的全覆盖；针对农业标
准化效果的评价，如出口基地备案、
“GAP 认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等
手段未能全面普及等。

最后，由于对农业标准化的宣传
和普及不足，相关平台的监管力度不
够，生产主体对农（兽）药和植物生
长调节剂的使用规范等缺乏了解，可
能会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亟待“突围”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处有关人士表示，围绕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有关精神和部署要求，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做特“绿
色食品牌”，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云南
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具体工作中，
应积极强化农业标准化顶层设计。围
绕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云南农业产
业发展的总体部署，从目标市场需求

及准入、农产品质量安全、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多个维度，强化农业标准化
工作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并通过
加强扶持和监管，将农业标准化工作
纳入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农业地方标
准体系。积极组织各级农业科研单位
和推广部门，根据农产品市场准入条
件，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
规划，综合考虑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协调运行以及初级农产品与精深加
工环节的衔接等因素，分类制定完善
一大批与国家和行业标准接轨的，覆
盖云南特色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
全过程的农业综合标准，进一步促进
特色农业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品牌化发展。

赵俊伟认为，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是标准化发展的
一条好路子。近年来，云南农业领域
形成一批极具产业开发价值的科研成
果，这些成果本身就是一整套标准化
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或种质体系，亟
待成果转化。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鼓
励科研成果的产出单位尽快将其形成
可操作的技术文件（标准、规范或规
程）。同时，鼓励农业企业以标准为
纽带，结合国家扶持政策和自身实际
进行成果转化。

此外，应通过政府引导、政策落
实、措施激励，鼓励农业生产主体广
泛开展“三品一标”“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GAP 认证”“生态农
业示范县建设”“出口备案基地建设”
等农业标准化建设，并将农业标准
化要求作为企业和项目立项、考核、
评价及验收的硬性指标和条件予以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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