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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认证的成果。

近年来，云南结合农业产业发展

实际需要，将“三品”认证发展重心

集中到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方面。

为进一步促进“三品”认证体系发挥

效益，云南先后出台《关于创建“一

县一业”示范县加快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的指导意见》等政策，

并因地制宜修订和印发《进一步加强

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审查工作的通知》

《云南省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审查工作

规范》等，为“三品”认证体系建设

和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摸清家底好发展

    

永平县“博南山茶”是云南少有

的几种优质高山绿茶之一。由于发展

历史悠久，生长条件优越，产品质量

上乘，早在 2003 年就被农业部（现农

业农村部）认证为 AA 级绿色食品。但

受品牌建设滞后和茶农文化素质不高

等因素影响，多年来，“博南山茶”绿

色食品认证使用效益低下、使用过程

中被“套牌”等问题频出，影响了绿

色食品形象。

这样的情况在“三品”认证体系

建设中不是个案，究其原因是政策和

发展体系的延续性和规范性等还存在

一定短板，以及各相关部门对“三品”

家底不清、监管不到位造成的。

云南十分重视解决“三品”认证

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 2020 年开

始，全省积极重构“三品”认证体系，

首要任务就是摸清家底。2021 年初，

云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农业农村

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云南省农业农

村厅的指导下，围绕“进一步引导和

指导符合申报（登记）条件的主体及

产品积极申报‘三品一标’”的目标，

开展了全省首次“农产品主体资源调

查”。各级农业农村系统工作人员耗

时一个多月走遍云岭大地，对全省农

产品资源进行大摸底调查。经调查，全

省已有各类农产品生产主体 5321 个，

其中种植规模200亩以上的生产主体（中

药材类除外）有 3211 个，基本符合绿

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申报条件。

与此同时，云南还通过严格的资

格核查，对过去已经报批的“三品”

产品进行梳理，清理了一批发展效益

低，甚至不合规的认证产品，进一步

净化了发展环境。

    

助推提质见成效

    

在摸清家底、净化“三品”认证

体系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云南积极推

进“三品”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仅

2021 年，全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3 次

组织开展绿色食品标志许可申报材料

集中审查工作，是以前年均开展审查

工作次数的 3 倍。据了解，2021 年全

年共组织审核申报材料 365 份，审查

申报产品 1114 个。通过组织省级集中

审查，大大促进了各地绿色食品申报

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为做好“三品”认证等相关工作，

云南先后举办全省“三品一标”业务

培训班，全省绿色食品检查员、有机

产品核查和监督管理员培训班，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