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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 促进蔬菜高效益发展 
吕 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农业局，255400) 

蔬菜业是淄博市临淄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 

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国内外蔬菜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外 

纷纷增加绿色壁垒措施，国内陆续实施市场准入制 

度，对蔬菜卫生标准、质量安全等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要求。坚持用标准化生产提升蔬菜产业优势，既 

是解决蔬菜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蔬 

菜产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蔬菜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近几年，临淄区采取以下措 

施实现了蔬菜产业的 “量”变到 “质”变的转变。 

1 完善质量检测体系，搞好蔬菜全程监控指导 

区内建成了区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测土配 

方施肥中心化验室，在乡镇、蔬菜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共建立蔬菜检测站和速测点l6处，组建了一支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人员相对稳定的质量检 

测监督队伍，进一步提高检测水平和能力。定期对 

农药、化肥等蔬菜生产投入品，蔬菜生产过程中的 

病虫害、药肥残留量以及最终产品质量等进行检测 

监控，把蔬菜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纳入检测 

监督的范围，对蔬菜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整改措施，保证最终产 

品质量。同时，建立了生产基地、批发市场、配送 

企业、经销超市等多个层次相连的蔬菜质量安全信 

息网络体系，逐步建立起 “农产品来源产地溯源 

制”。 

仍能保持较强的生活力【5I。一般认为，黄瓜授粉的适 

宜湿度为60％～70％，大于85％则不利于花粉的萌 

发，授粉后结籽率明显下降。因此，阴雨天不宜进 

行人工授粉。 

5 授粉方式 

与普通的人工授粉方式相比较，用毛笔授粉和 

从基部剥开 1／3花冠后利用毛笔授粉能明显提高黄 

瓜制种产量。 

6 整枝方式 

采用侧蔓留种瓜法能使黄瓜种株的植株生长旺 

盛，种瓜数多，种子质量高，采种量增加。此方法 

较常规主蔓留种瓜法和主侧蔓留种瓜法的种子产量 

分别提高47．70％和23．31％_61。而以侧蔓结瓜为主的 

黄瓜，主蔓第 6节以上的主枝雌花或一级侧枝的第 

1雌花进行人工授粉，栽培密度为667 1TI 栽3 000株 

．． 40．． 

左右时，种子产量和千粒质量均较高。适当增加单 

株种瓜数，单株种子产量亦随之增加，选留主枝第 

7～14节上的侧枝瓜可提高单株种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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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蔬菜产地环境管理，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5 抓好标准化基地建设，整体推进高标准生产 

按照绿色蔬菜产地环境标准，积极推广蔬菜产 

地环境净化技术，加强对蔬菜生产基地环境的保护 

和整治，重点监测大气、水质和土壤状况，严禁在 

蔬菜生产基地和灌溉水源附近倾倒、堆放、处理固 

体废弃物和排放生活废水、剧毒废液、含病原体废 

水，防止 “三废”污染。加强生态环境的监测预警， 

实时监控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对产地环境和产 

品的污染。对于产地环境不达标的，采取切实有效 

的净化措施促其改善，保证产地环境状况符合要求， 

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安全关。 

3 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实行农资市场准入制 

实行绿色蔬菜生产资料专供制度，建立了农 

资进销登记台帐，对所有农资经营户实行 “两帐、 

两票、一书、一卡、一留样”管理。同时，积极引 

导菜农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建立用药登记备案 

制度 ，在全区 10万个蔬菜大棚张贴印有生产技术 

规程、禁用农药和违规责任的宣传公告 ，全面推 

行蔬菜种植档案管理措施，严格实行蔬菜生产投 

入品监管和产品质量追溯，确保了蔬菜产品质量 

安全。 

4 规范生产操作规程，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一

是近几年与技术监督部门共同出台了 ((蔬菜 

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等 1 5个地方标准，有效地提 

高了菜农的种植水平。二是加快蔬菜种植科技创新。 
一 方面，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联合 

与协作，先后与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山东农业 

大学等单位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 ，为蔬菜产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区、 

乡、村三级农业科技服务队伍，采取办班培训、专 

家讲座、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扎实推进蔬菜科技 

人户 “三进村”行动，提高蔬菜科技服务的入户率 

和覆盖面。三是抓好绿色蔬菜新技术、新品种的引 

进和推广工作。先后引进推广了秸秆生物反应堆、 

测土配方施肥、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色板诱杀、频 

振式杀虫灯、微滴灌等20多项先进集成新技术，全 

区蔬菜新技术新成果覆盖率达95％以上，优良品种 

覆盖率达到98％。 

临淄区根据蔬菜产品品种的区域化布局和主导品 

种，建立起了以 “翠竹”牌、“乐家果蔬”牌等绿色蔬 

菜产品为依托，以皇城镇南卧 为中心，以北羊示范 

园、后下和西上百棚区为核心区的万亩优质番茄生产 

基地；以东西南羊、许家、小铁为中心的万亩优质西葫 

芦生产基地；以崖付、于家、郑辛为中心的万亩优质茄 

子、甜椒生产基地。实施了基地管理、明示警示、田间 

生产档案等制度，完善了投入品仓库、未用完农药存 

放、废弃物液回收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树立样板，以 

点带面，示范引导，整体推进全区蔬菜标准化生产健康 

发展，目前全区已有绿色蔬菜生产基地6667hm2。 

6 搞好蔬菜质量认证，实施品牌销售战略 

临淄区连续多年实施奖励政策，鼓励培育特色 

蔬菜品牌，其中对年内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 

每个品牌产品奖励5万元；对年内获得2个以内 (含 

2个)国家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奖励 3万元，获得 

2个以上的，每增加一个奖励1万元；对年内续报并 

保持国家绿色食品标志和获得国家无公害食品认证 

的企业，各奖励2万元。目前，全区绿色蔬菜品牌 

产品达到33个、有机蔬菜食品5个、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商标 2个。 

7 发挥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的带动作用，实现 

农户和企业的互惠双赢 

一

是做大做强产业龙头。大力扶持投资规模大、 

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的蔬菜龙头企业发展，依托 

淄博亿百合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淄博诺香伦食品 

有限公司、淄博恒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 

企业和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形成了液体菌种及食 

用菌生产、蔬菜初加工和配送等多条蔬菜产业链。二 

是大力发展 “龙头带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 

目前，全区已发展蔬菜技术服务、运销等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46家，以此为纽带不断完善 “龙头带基地连 

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大力发展 “订单农业”、“合 

同农业”，实行统一提供信息、统一供种、统一技术 

标准、统一生产监管、统一收购等服务，由蔬菜龙头 

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直接控制整个蔬菜生产过程和产 

品质量，实现了农户和企业的互惠双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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