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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面临瓶颈。

    

记者：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黎其万：经过 20 多年发展，云
南农产品质量安全虽已实现总体可

控，食品安全有较高保障，但问题依

旧存在，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主体规模较小。在规模

化贸易中，经常要组织货源，因为规

模小，各家农产品的产地、生产主体、

生产过程、标准化规程往往千差万别，

质量难以精准把控。

二是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

强。一旦市场波动，或者在阶段性利

益面前，企业或小生产者守不住质量

安全责任防线。

三是发展体系不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缺失。比如，对生产过程中的

用药、病虫害防控，欧美质量认证体

系要求由第三方服务机构根据标准规

程操作，过程中还有其他专业机构进

行监管。而我们的生产过程大多是企

业、农户自己操作和监管，不规范操

作和监管缺失的情况比较普遍。

 四是绿色防控技术不到位。云南

特色农业发展过度依赖“靠山吃山”，

科技创新不足，抗病性品种较少，绿

色防控技术发展滞后，农产品质量提

升难度大。

    

记者：下一步，云南应采取哪些措
施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黎其万：首先，要加大投入。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方面，要加大

生产企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对质量安全

控制设施设备以及优良品种、高效低

毒农兽药的投入，增加各级管理部门

相关经费，营造抓质量安全就是保产

业、增效益的氛围。比如，在“三品”

认证体系建设方面，要支持规模化生

产的大中型农业企业积极申请，并严

格按照认证标准组织生产。同时，各

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获证“三品”产

品的推介力度，提升社会影响力。

其次，要完善标准。应按照农业

农村部提出的“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等新“三品

一标”行动路线，完善产地环境、投

入品管控、农兽药残留、产品加工、

储运保鲜、分等分级等标准，打造一

批高水平标准化生产基地，从而提升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和质量安全水

平，促进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高

质量发展。此外，还要挖掘优势特色

农产品自然环境、生产过程、产品品

质、产品安全性等特征，制定更高水

平的“领跑”标准，实现在同类产品

中突围，增强产品溢价能力。

再次，要组织认证。要对标发达

国家、目标市场以及先进省份的农产

品质量标准，建立健全农业全产业链

重点环节标准体系，积极组织申请绿

色、优质、生态、安全等国际质量认

证，增强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

最后，要加强监管。根据云南农

业生产实际，突出重点优势产业和大

宗特色农产品，加快病虫害、疫病防

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标志性

产地环境、投入品管理制度，加强生

产全过程管控、“三品一标”等质量

认证的证后监管，落实合格证开据与

市场准入，全方位推介云南优质安全

品牌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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