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身份证”
畅行大市场

“这是新一版产品包装，增加了
绿色食品标识，这下，咱这农产品
的好品质，就不是空口无凭了。”走
进沧县兴济镇现代农业园区，春润
种植专业合作社办公室主任白晶
晶，正在欣赏新近设计的农产品包
装效果图。

图片上，洋溢着丰收气息的金
黄配色中，绿色食品标识的一抹翠
绿甚是醒目。

“在今年的‘百园提升’行动
中，我们的大米、鸡跳脚玉米粉和
旱碱麦面粉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
证。把标识印到包装上，顾客看到
了，对产品更加信任，购买意向更
大，合作社和园区的发展也会越来
越好。”言语中，她满是自豪。

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春润种
植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就一直
探索绿色种植模式。

“就拿种稻来说，我们采用的是
‘稻蟹共生’模式。稻田里养殖的螃
蟹，是化学药剂的‘检测员’。只要
用了化学药剂，螃蟹就活不了，所
以在生产中我们只选用生物制剂。
这些螃蟹还是捕捉害虫的好帮手，
有了它们，稻田少生虫，就连生物
制剂用得都少了。”

只是，前几年虽按照绿色标准
管理，但由于没有相关认证，到了
市场上难免遭受质疑。

原来，这些年高品质农产品需
求日益上涨，但市面上的产品良莠
不齐。春润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就
是为了向消费者证明自家农产品的
绿色身份。

有了绿色“身份证”，合作社的
农产品也有新卖点，竞争力更强
了。前段时间，就有面花生产厂家
找到合作社，想要以他们的“绿
色”旱碱麦面粉为原材料，加工高
端面花产品。

随着知名度和口碑的不断提
升，合作社的发展信心更足了。“目
前我们已新装一条面食生产线，后续
还会引入营养粥生产线，抢占高品质
农副产品市场。”

“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后，我们能
拓展除批发市场外的销售渠道了。”
对“绿色身份”将带来的有益影响，
献县清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永新同样十分期待。在献县淮镇食
用菌现代农业园区开展的“百园提
升”行动中，合作社的香菇也通过了
绿色食品认证。“有了‘绿色身份’，
商超向咱敞开大门。等到 10月份出
菇，可以分级销售，高品质的进商
超，身价更高，预计一年可额外增收
几十万元。”

在东光县南霞口现代农业园区，
专注苦参等中药材种植的国为种植专
业合作社，则在“百园提升”行动
中，瞄向了 ISO质量认证体系。

“目前，我们的苦参已通过 ISO
质量认证体系，现在不光在国内市
场有了议价自主权，还获得了国际
市场的准入证。”合作社负责人王志
飞说。

苦参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其
蕴含的苦参碱是生物农药的原材料。
近些年，随着绿色农产品需求上涨，
生物农药的使用量加大。作为原材
料，苦参的需求上涨，尤其是高品质
苦参供不应求。

所以，合作社成立后不光拓展规
模，发展了 2000余亩种植基地，还
严把质量关。检测土质和水源是否达
标，加强对种子、肥药等投入品的质
量管控，对涉及产品质量的加工、销
售等环节也高标准严要求……王志飞
说，对他们而言，ISO质量认证体系
涵盖的各环节检测标准，不仅不是

“紧箍咒”，反而是促进发展的助推
器。

“通过 ISO质量认证体系的检验
过程，也是我们进一步规范种植、
加工及销售体系的过程。获得认证
后，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更有信心

了，在拓展市场上掌握了更多话语
权，产品溢价能力也进一步提升。”
如今，合作社的苦参“身价”至少
上涨了5%。

生产有“尺子”
品质有保障

如果说绿色“身份证”是提升产
品质量的第一重“保险”，那么，在
提质过程中“诞生”的地方标准、企
业标准及生产操作规程，则是第二重

“保险”。
“通过制定地方标准、统一技术

规程，我们种植苦参有了参照‘标
尺’。哪一环节该进行什么技术操
作，具体如何实施，全都有章可依，
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提升不
少。”说起合作社参与制定的苦参标
准化种植市级操作规程，王志飞打开
了话匣子。

他说，早在苦参成功扎根园区
后，合作社就开始探索标准化种植之
路。“要让农产品的大小、质量等达
到标准要求，就需要标准化生产技术
作支撑。对苦参来说，苦参碱含量是
核心竞争力，通过标准化种植，可以
保障含量达标，提高成品率。”由省
农科院、河北农大、市农科院等多家
科研机构进行理论指导，结合生产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他们不断修订，专
攻核心技术，才有了这套操作规程。

“采用统一技术标准，不光我们
自管基地的苦参品质好，就连与我们
合作的 1000多亩农户地块，产出的
苦参都有质量保障。”王志飞说，有
了这套生产标准，农户的标准化意识
大幅增强，职业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在沧县兴济镇现代农业园区，春
润合作社参与制定的滨海盐碱地水稻
高效栽培技术规程，也随着绿色食品
认证的到来进一步“更新”。

“制定水稻生产的地方标准，对
于提高滨海盐碱地水稻的知名度，创

建名牌产品、增加收入，乃至大规模
标准化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白晶晶
说，春润合作社从 2019年开始探索
水稻种植，目前已发展了 3000多亩
种植基地，亩产量达900公斤。

别看水稻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力
军”，但对园区内其他农户来说，还
是个“外来客”。

“具体怎么种，到底能不能种
好，由于没有相关种植标准，推广
时，人们心里没底，不太好接受。”
春润合作社参与制定水稻生产地方标
准及栽培技术规程，就是为了破解这
个难题。

自 2021年，合作社就开始进行
滨海盐碱地水稻高效栽培技术专项试
验及大区示范。同时，不断完善其中
涉及的技术标准，对于种子处理、机
械化育秧、苗床管理、机械化插秧、
追肥、水分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栽培
技术精准定数。在收获、运输、贮藏
及包装等各环节，也都制定了相应规
程。

“实行标准化生产，农产品的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以这个规程为基
础，我们计划面向村民开展水稻标准
化种植培训，打造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基地。到时候，不管是合作社提供农
业社会化服务，还是老百姓自己管
理，稻米品质都有保障。”白晶晶说。

在南皮县刘八里现代农业园区，
南皮世强果业有限公司也已制定出苹
果种植地方标准及生产操作规程。

“流转土地发展林果种植后，我
们就致力于打造标准化种植果园。制
定地方标准和生产操作规程，规范剪
枝、疏果、病虫害防控等各环节的技
术标准，可以提升一级果比例，在市
场上更有竞争力，经济效益更好。”
合作社负责人殷宗恩介绍道。

同一管理环节中不同操作技术对
果品品质的影响，殷宗恩深有体会。

“就拿套袋来说，把袋子撑开后
套到苹果上和直接拿起来就套，产出
的果品‘颜值’可大不一样。把袋子
撑开后，上面的排气孔能正常工作，
可以防止高温灼伤果皮，能产出优质
果。”他说，合作社发展了 800余亩
苹果种植基地，原先一级果比例占总
产量的50%，进行标准化管理后，预

计可提升至70%。

官方来“盖章”
产品可溯源

为产品质量上第三重“保险”，
给自家农产品的“优质内涵”加码，
在“百园提升”行动中，这些园区的
经营主体还主动加入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力争实现重要农
产品全部可追溯。

“产品名称：大米，产地：兴济
镇南堤村，质检情况：合格，追溯码
……”在春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拿出
手机扫描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凭
证上的二维码，手机屏幕上立即跳出
了产品信息、产业信息、产地信息等
内容。

页面下方，不使用禁用农药兽
药、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对承
诺的真实性负责等承诺达标合格证也
甚是醒目。

“现在消费者特别注重食品安
全，我们主动加入监管追溯平台的

‘大家庭’，不仅满足消费者的知情
权，还相当于获得了官方‘盖章’，
农产品的信誉度更高了。”白晶晶介
绍道。

为此，合作社首先将“明星农产
品”——大米、鸡跳脚玉米粉、小麦
粉都纳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
溯平台。“为了让消费者真正看到咱
农产品来有影，在实际生产中，我们
专门把地里都干了啥、怎么干的等信
息制成表格，录入到监管平台中，由
监管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
这些批次的农产品才会生成追溯二维
码。上市后，消费者只要扫描二维
码，便能追溯产品信息、企业信息
等。

“在今年的‘百园提升’行动
中，我们计划扩大可溯源农产品范
围，后续还会将杂粮类农产品纳入追
溯平台。”白晶晶说。

“我们的苹果申请加入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后，相当于
有了‘电子档案’，消费者除了可以
查看产品信息，还能浏览到管理过程
中的药肥使用情况、管理员信息
等。”殷宗恩说，生产有记录、源头
可追溯、身份可查询、责任可认定，
不仅能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也促使
合作社进一步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把控产品质量。“在溯源过程中，咱
园区的品牌公信力不断增强，对于农
产品销售也有助推作用。”

“苦参产品加入溯源平台后，我
们的标准化意识和质量意识更强了。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还发掘到了全国
各地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苦参种植户，
互通有无、共谋发展。”王志飞说。

献县淮镇食用菌现代农业园区的
香菇产品全部纳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追溯平台；献县高官乡红枣现
代农业园区的红枣产品也实现生产可
追溯……在今年的“百园提升”行动
中，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已经获得或正
在申请官方“盖章”，优质绿色产品
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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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天色愈深，盐山县边务
镇李郭庄村北的李郭庄垂钓园渐渐
热闹了起来。一位位垂钓爱好者陆
续赶到。挑选了心仪的钓位，上
饵、甩竿，动作一气呵成，此后，
便专注等待着，只待浮漂发出“指
令”，迅速抬竿。没一会儿，一条条
白鲢、鲤鱼脱水而出，人人满脸成
就感。

“嚯，这鱼真大，这才下竿几分
钟，就钓上来了。”“那边的人钓得
更多，都是大鱼。”此时，来塘边遛
弯儿休闲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围观
垂钓，俨然成了不少人新增的休闲
方式。

“我们李郭庄垂钓园从6月开园
以来，特别受欢迎，每晚能有30多
人来体验垂钓乐趣。一般隔一天开
一次夜钓，平均一晚上能为村集体
增收 1000多元钱。”李郭庄村党支
部书记邓文建边检查供氧设备，边
介绍道。

他说，这个垂钓园由李郭庄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打造，是他们
探索集体增收的新方向。

“原来这里是俺村的蓄水池，主
要用来接收雨季时村里排出的雨
水，防止内涝。”原来，这个坑塘

“诞生”于 2000年，是李郭庄村的
集体资产。10多年前，为进一步提
高村内排涝能力，李郭庄村“两
委”决定进行扩挖，如今已有15亩
之大。

别看现在是备受欢迎的垂钓
园，可前些年，这里却是让人喜欢
不起来的“闹心塘”。

“那时候大伙儿对这儿也不上
心，没啥管理意识和环保理念。坑
里外长满了杂草，还有人往里倒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久而久之，就
成了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水坑。
这儿还紧邻村庄，十分影响村容村
貌。”邓文建说。

变“废”为宝，源自去年。彼
时，李郭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筹划着如何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
将村里的家底“盘点”了个来回，
邓文建把目光瞄向了这个一直被忽
视的臭水坑。

“这些年喜欢垂钓休闲的爱好者
越来越多，愿意为这爱好掏腰包。
咱不如把臭水坑整治一下，既能美
化环境，又能壮大村集体经济。”村
民代表会上，他提议道。邓文建也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垂钓爱好者，头
脑灵活的他，没少琢磨钓友们的心
理和其中蕴含的商机。

不过，要将臭水坑变成垂钓
园，难度可不小。经年累月，这里
积聚的垃圾不少，单是用挖掘机清
理，就足足花了 3 天。此后，村

“两委”又着意用檩条打造了 40个
钓位，硬化周边道路，还安装上了
护栏，配备救生设施保障安全。

2022年 7月，李郭庄垂钓园正
式开业，第一晚就十分火爆。正式
运行后，李郭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还着意加强管理，建起钓友
群，定期发布开园信息，同时和鱼
商合作，保障塘内的鱼儿丰富优
质。渐渐地，李郭庄垂钓园打出了
名气，不仅吸引了盐山的垂钓爱好
者，声名还远播到黄骅、孟村、海
兴等地。赶上放大鱼时，不少人专
程从外县赶来，一过钓瘾。

从去年 7月开园到 11月闭园，
李郭庄垂钓园 5个月收入 7万多元。
集体显著增收，春节前，村“两
委”给村里每位常住人口发了一桶
油、一袋米，让集体收入福利惠
民。今年，他们还用增收的钱，购
买了1500公斤鱼苗撒到池塘里。

“这些鱼苗不用我们管，垂钓时
人们放食，就能把他们喂大了。”邓
文建说，等到年底这些鱼长大，他
们还要在春节前给每家再发点儿
鱼，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依托垂钓园发展休闲农业增
收，还不是李郭庄村集体鼓起腰包
的终点。2022年，合作社在村属的
绿化林里撒下了金蝉卵，2024年就
能收获金蝉成虫了。

“到时候走大市场的同时，我们
还计划组织‘捉知了猴’休闲活动，
集聚人气，为接下来村集体发展休闲
农业铺路。”目前，李郭庄村“两
委”正面向村民流转土地，计划建设
温室大棚，发展草莓采摘和设施蔬菜
种植，让集体腰包越来越鼓。

三重“屏障”保“舌尖上的安全”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姜又荣 杨风和 崔新池 李向峰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事关人民生活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事的大事。。为提升农产品质量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在我市的在我市的““百园提升百园提升””行动行动

中中，，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不少现代农业园区立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主题主题，，或着力开展或着力开展““两品一标两品一标””认证认证，，或不断提升或不断提升标标

准化生产能力准化生产能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能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能力。。通过质量兴农通过质量兴农，，保障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园区供给优园区供给优

质绿色产品的能力持续提升质绿色产品的能力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臭水坑变身垂钓园臭水坑变身垂钓园

集体鼓腰包集体鼓腰包 村民得实惠村民得实惠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葡萄夏初熟，颗颗如珍珠。这
段时间，任丘市麻家坞镇的春实家
庭农场热闹不已。一大早，从任丘
市区及周边赶来的大车、小车就到
了。游客们兴致勃勃，下了车，熟
门熟路地钻进大棚。

棚室里，葡萄藤攀爬在支架
上，郁郁葱葱的绿叶中，一串串葡
萄密密匝匝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
的果香。挎上采摘篮，游客们这儿
瞧那儿看，觉得哪一串儿都招人稀
罕。

“最近温度比较高，葡萄也熟得
快，我们陆续采摘售卖一段时间
了。现在正熟的是夏黑无核葡萄和
红提，风味纯正，吃起来脆甜。”看
着一串串状如宝塔的葡萄，农场负
责人纪章栓脸上满是笑意。

近年来，他流转土地发展休闲采
摘农业，积极探索新品种、新技术，
如今，将致富道路走得多姿多彩。

彼时，大多数农民还在为种
啥发愁时，纪章栓就已定好了方
向——种特色，搞采摘。为此，他

特意去多地考察，引来了蓝宝石、葡
之梦等特色葡萄苗，都是时新品种。

走休闲采摘，除了突出一个
“特”字，还要打出“优”口碑。为
保持葡萄的品质、口感，纪章栓从
栽植、施肥、上架、修剪、防冻等
方面精心管理。他还专门在葡萄藤
下养起蚯蚓。别看它们小得不起
眼，可在地下默默耕耘，能使板结
的土壤变得疏松多孔、通水透气，
给根系更多呼吸空间。蚯蚓排出的
粪便，还是不可多得的有机肥，有
了这些营养的滋润，植株长得又绿
又壮。培育壮株的同时，纪章栓还
用上了富硒叶面肥。这样，产出的
果实不仅甜蜜十足，还富含硒元
素，成了游客的“心头好”。

“品质上去了，效益也就上去
了，这段时间，葡萄的采摘价能达
到一公斤 30元。”纪章栓说，虽然
从任丘市区开车到这里需要半个小
时，但每到采摘时节，游客络绎不
绝。而且即便是采摘价明显高于市
场价，也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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