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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短板亟待补齐

    
近年来，“云茶”产业实现快速

发展，截至 2021 年底，云南茶叶种
植面积达 700 万余亩，其中绿色食品
认证茶园面积达 50 万亩，有机农产
品认证茶园面积 71 万亩，茶叶综合
产值超千亿元。然而，相较于茶叶的
总体发展面积，绿色和有机茶园面积
明显偏低。

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
省茶产业工作组副组长何青元研究员
认为，“三品”认证偏低的主要原因
是企业参与认证的积极性不高。比如，
目前万亩连片有机茶园年均认证费高
达 20 万元，且一年一认证。而省级

财政仅一次性对每亩有机茶园认证补
贴 200 元，州（市）和县级政府大多
缺乏补贴。后续的高昂认证费需企业
自行承担，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认证积
极性。再比如，勐海县是大叶种茶叶
发源地，是普洱茶主产区，当地积极
扶持企业进行项目化推进打造绿色茶
园，先后拿到 20 多本普洱茶绿色食
品证书，但真正发挥效益的认证项目
和证书仅有两三个。

据了解，茶叶是云南“三品”认
证的主力军。茶叶“三品”认证体系
建设面临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云南“三品”认证体系建设存在如
下短板：首先，部分地方政府及相关
单位对“三品”认证工作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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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某公司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近年来，云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三品”
认证体系建设成果丰硕，获认证的产品数量与日俱增。然而，
由于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认证费用高、认证数量
偏低、认证质量不高、监管缺失、认证证书使用效率低等问题，
制约着“三品”认证体系建设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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