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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无 公 害 蔬 菜 生 产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与 产 业 化 示 范 ”取 得 显 著 进 展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主持 ,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检测站等单位共同承担的国家“十

五 ”科技攻关课题“东部沿海地区无公害蔬菜生产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在国家科技部、农业部和山东省有

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 ,在日光温室建造技术标准化、日光温

室蔬菜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以及产业化示范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推进以日光温室蔬菜为代表的山东设

施蔬菜生产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并收到了

明显效果。

1　监控体系初步建立 ,产品检测技术水平显

著提高

　　自 2001年以来 ,山东省已有青岛、东营、潍坊、临沂、济

南、淄博、枣庄等市建立了市级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监控中

心 ,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以及潍坊市、青岛市无公害

蔬菜检测监控中心已分别通过了国家级资格认证。寿光、苍

山、荣成、青州、沂水等县 (市 )的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监控

中心已通过了省级资格认证 ,全省的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监

控体系已初步建立 ,并不断完善。

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引进了美国的 MRSM (农药

多残留快速检测 )技术 ,并完成了对该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

新 ,进入了应用阶段。该项技术经消化、改进后 ,样品的检测

成本下降 ,其技术指标 (如添加回收率、变异系数等 )已达到

美国原技术水平。该技术用于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检验 ,

其灵敏度已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FAO)、世界卫生组

织 (WHO)有关食品中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MRSM技术采用固相萃取前处理技术 ,代替了传统的

液 —液萃取和层析技术 ,可使样品中未知的多类、多种农药

残留迅速得到分离、净化。用氮吹仪代替常用的旋转蒸发器

进行浓缩 ,使分析时间显著缩短。经一次前处理的样品运用

双毛细管柱、双检定器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 (带荧光检

定器和柱后衍生系统 )一次检出 ,并能定性、定量。

MRSM技术可进行未知、多类多种农药快速测定 ,其前

处理简单 ,但对测试仪器 ( GC、HPLC)的配置有一定要求。

2　制定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创立产业

化运作模式

　　在课题实施过程中 ,将研究成果、群众经验进行系统总

结 ,研究制定了日光温室黄瓜、番茄、茄子、辣 (甜 )椒、西葫

芦、厚皮甜瓜、菜豆等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要把这些规程

落实到实践中 ,必须研究探讨切实可行的产业化运作模式。

2002年以来 ,课题组在寿光、苍山、河东、岱岳等蔬菜主产

区 ,开展了如何以企业为主体 ,将农民组织起来 ,实行生产、

加工、销售一体化运作模式的调查和经验总结。由于日光温

室蔬菜主要是面对国内市场 ,很少有产品出口 ,为了落实优

质优价和便于实施操作 ,在国内市场以面对超市销售为目

标 ,总结提出了日光温室无公害蔬菜全程质量控制和产业化

运作模式 ,如图所示 :

在无公害蔬菜产业化模式研究中 ,创立了以企业为核

心 ,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相结合的“五统五分 ”模式 ,即 :企业

统一制定生产计划 ,分别与基地农户签订订单合同 ;企业统

一制定技术规程 (参照本课题组制定的规程 ) ,基地农户按

技术规程种植管理 ;企业统一指导生产资料 (特别是农药、

化肥 )的使用 ,基地农户到定点经销店购买 ;企业统一制定

产品质量标准 ,基地农户按标准收获产品 ;企业统一建档立

卡 ,基地农户凭证上交产品。然后 ,企业将产品整理、加工、

包装 ,实行品牌销售 ,进入超市。为了确保产品质量 ,实现

“五统五分 ”模式的有效运转 ,还研究推行了“一册、两书、三

证 ”的做法 :“一册 ”即基地农民登记册 ;“两书 ”即农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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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联保责任书 ;“三证 ”即生产资料供应证、产品质量合格

证、农户产品销售证。进一步规范和制约了基地农户的生产

行为 ,加强了农户之间的相互监督。

无公害蔬菜产业化模式的运作中 ,寿光市建立了企业与

基地农户的新型合作模式。如寿光市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

司是一家面向济南、青岛、潍坊、寿光等地超市销售日光温室

无公害蔬菜的民营企业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除了实行“五

统五分 ”的运作之外 ,公司还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基地督

查 ,指导菜农进行标准化生产 ,并建立了条码追溯管理系统 ,

可便捷地查阅基地农户的田间管理情况、产品质量抽测结

果、用药用肥情况等。这样 ,公司、技术人员、基地农户层层

落实了无公害蔬菜生产责任制。

在无公害蔬菜产业运作过程中 ,成功运作的关键之一是

如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 ,并落实农户之间的相互监督 ,让

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无公害蔬菜产业化运作模式中 ,苍

山、河东等地已开始实行农户联保制 ,即以 10户、20户或 50

户为一个联保单位 ,企业抽检样品以联保单位为抽检样品单

位 ,这样既减少了样品抽检量 ,又促进落实了农户之间的相

互监督 ,从而使无公害蔬菜技术规程得以实施。岱岳、肥城、

禹城等地在日光温室蔬菜主产区开始组建蔬菜生产合作社 ,

企业与合作社建立了密切的产销一体化关系。实践证明 ,组

建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

己的有效组织形式。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相互支持 ,互惠双

赢 ,更利于无公害蔬菜产业化模式的有效运转。

3　制定产品分级标准 ,强化品牌经营

目前 ,蔬菜收获后大多直接散装上市 ,缺少包装、标识 ,

更缺少商标 ,给消费者在市场辨认真假、优劣带来了困难 ,当

出现质量问题时 ,也难以追究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 ,这是

无公害蔬菜得不到广泛推广、蔬菜不能落实优质优价的重要

原因。制定无公害蔬菜的分级包装标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课题组于 2003年制定了黄瓜、长茄、西瓜、青辣椒、红

辣椒、樱桃番茄、水果型黄瓜等蔬菜的产品分级标准 ,并组织

开展了无公害蔬菜配送。无公害蔬菜产品销售到宾馆和超

市 ,受到消费者和用户的好评。

课题组协助山东寿光蔬菜集团有限公司 ,制定了日光

温室黄瓜、西葫芦、茄子、甜椒、菜豆等蔬菜的整理、加工、包

装技术操作规程 ,规程内规定了收购、挑选、分级、标志、包

装 ,以及加工场所、仓储、贮存的操作技术要求和具体的技

术指标。

2002～2005年期间 ,全省已有 136个日光温室蔬菜生

产基地 (品牌 )通过了省级无公害蔬菜认证 ,获准使用无公

害蔬菜产品标识 ,面积达 8. 5万 hm2 ,年产品总量 367. 27

万 t。

何启伟 　焦自高 　供稿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济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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