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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丰收故事丰收故事丰收故事丰收故事

评说三农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倪璐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
的基础和前提，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是事关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的大事。随
着元旦假期来临，市民对农产品的消
费需求逐步增多，为保障节日期间农
产品安全供应，农业农村部门开启了
节前大检查行动，为市民牢牢守住农
产品质量安全关。

检测到“点”，源头把控“严”字打头

“这些即将上市的农产品都要留
样，由我们带回去检测。”12月下旬，市
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联
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农产品检
测中心，来到江苏新港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等一批蔬菜种植基地，对供应节
前市场的菜品质量安全进行例行
检查。

检查人员有的现场采样制样，有
的检查生产记录，有的记录检测信息，
检查过程有条不紊。市农业农村局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负责人表示，开
展节前监管巡查，是农业农村部门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把控，更是对市民
餐桌安全的负责，“我们要守牢这一道
防线”。

整治唯专，硬举措才能保真安全。
为充分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雷

达作用、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火
墙”，今年以来，我市建立健全市、县、
街道和生产经营主体四层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网络监管责任体系，围绕食用
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
专项行动方案，加大对“三棵菜、三条
鱼、四个畜产品”监督抽查力度，针对
10个重点品种抽检样品279批次，出动
监管人员2508人次，检查生产主体
1252家次，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
14批次，均已进行溯源和立案查处。

“我市还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和重点品种风险排查，截至目
前，全市共查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违法案件55起，全部依照《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要求进行了严格查办。”市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

“码”上护航，监管入网更有保障

“这个农产品包装上有没有溯源
码？”“如果已进入我们的溯源体系，那
就一定要按照规范要求生产和贴码。”
这是今年以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工
作人员上门巡查抽检时常说的话。

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在坚持
源头治理。今年以来，我市不断推进规
模生产主体入网监管，扩大追溯平台
应用规模，加大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推
广力度，进一步推动“证码合一”。

截至2023年12月，我市在全省追
溯平台入网主体10146个，合格证和追
溯标签打印2004.5万张，监管巡查
23401次。全市共定量抽检2440批次，
合格率99.47%；定性抽检16.7万批次，
胶体金快速检测16018批次，合格率
100%，全市例行监测合格率99.46%，
监督抽查合格率99.29%。

有了检测认证，优质农业产业发
展更有保障。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
标准化生产，着力构建主要农产品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加强推广科学使用
农业投入品，集成推广高产高效、资源
节约、生态环保的技术模式，积极提升
农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

砥砺强“队”，能力为先守护有力

守牢农产品安全底线，专业队伍
建设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市不断提升
监管人员专业能力，镇村监管员、协管
员的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进一步
增强。

“现在，无论是随机点位抽查，还
是固定点位巡查，对于检查流程，我们
烂熟于心；对于不断更新的检查手段
和技术，我们也与时俱进。”这是如今
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共同的
心声。

近年来，我市镇级监管机构标准
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5个镇级监管机
构获评省级五星监管机构称号，8个镇
级监管机构获市级四星称号，村级监
管服务站105个，实现了“网格化+精
准监管”。我市还积极打造“3+1”精准

监管模式，由“村级协管员+镇级监管
员+技术指导员”为网格内的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指导和日常监
管，网格化监管体系延伸到村组田头。

“为全面提高我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保障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

‘舌尖安全’，2023年以来，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切实从‘守底线’‘拉高线’双向发
力，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不
断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全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稳定向好。”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农
业农村部门将继续聚焦质量风险，根
据本地主要农产品上市时间动态调整
日常巡查和抽检频次，加强用药高峰
期用药管控和投入品监督检查，聚焦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重点区域、重点
产品、重点环节、重点时段，科学制定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同时，完善主体入网，继续扩大省追溯
平台应用规模，不断提升应用质量，进
一步推动“证码合一”，落实追溯“四挂
钩”机制。此外，将围绕部、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三年专项行动方案，
加大对“三棵菜、三条鱼、四个畜产品”
监督抽查力度，采取“一个问题品种、
一张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一批管
控措施”的“四个一”精准治理模式，推
动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型升级，绿色防
控技术扩大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将进一步
强化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标
准化建设，加强村级监管服务站点建
设，提高基层监管机构快检准确度，为
实施精准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本报记者 周迎

“余额不足”的2023年，句容白兔
镇仍是一片红红火火的景象。穿镇而
过的 122省道左右两边，每隔几十米
就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帐篷房，房前方
桌上的一筐筐鲜红草莓让人垂涎。沿
着这条“莓好”省道继续往西，就能看
到白兔镇重点打造的徐村草莓种植示
范基地。

作为示范基地的“门脸”，两个硕
大的全钢架玻璃草莓大棚在阳光下格
外耀眼。一个钢架大棚里满是A字形
结构的种植架，一排排草莓长势喜人。
另一个大棚里，标准的高架草莓摆放
整齐，绿色叶片干净整洁，或青或红的
草莓坠在高架两旁。

“哇，这个玻璃草莓大棚真漂亮，
里面的草莓长得真好。”现场，来自南
京的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正在采摘，
筐子都快装满了。“孩子们吃过草莓，
但没亲手摘过，这次来体验下，都很高
兴。”王女士说。

玻璃大棚负责人，白兔镇的草莓
种植“老把式”王柏生对此习以为
常。“每年都能看到好奇的采摘客，
不过更让他们觉得好的，还得是白兔
的草莓。”

王柏生负责的这个玻璃大棚，虽
然草莓上市只有十多天，但销售额已
超5万元。

这几天工夫，销售额就这么高？王
柏生笑呵呵地解答记者的疑问：“我们
家的草莓价格高，今年的起售价格为
120元/公斤。虽然受市场大环境影响，
较之往年 160-200元/公斤低了一些，
但放在现在的白兔镇里，依旧是高价
的‘那一小撮’。普通农户家的草莓价
格大多为40-80元/公斤。”

这么高的价格，消费者为什么会
买账呢？“这就要从品质说起了。我家
的草莓采用木霉菌生物防病技术防病
治虫。你看高架草莓的膜下都是农业
科技部门指导使用的木霉菌，有了这
种有益菌，对草莓根部有‘坏念头’的
其他病原菌就被木霉菌产生的防病蛋
白阻挡在外。”王柏生说，解决了草莓
根部的大麻烦，草莓生长季的管理就
轻松多了，结出的草莓自然更加安全，
品质也更有保障。

“我不是吹，每年的草莓我都会送
检，检测报告年年都是安全的。”王柏
生笑着说，草莓安全，自然认可的消费
者就多，价格虽然高一些，依旧有众多
忠实粉丝，不愁卖。说着，王柏生拿起
桌上的笔记本，上面清晰地写着 6408
元的账目。“这是今天记的账……红色
和白色的草莓品种都采了不少。”

白草莓？记者有点疑惑。在两个钢
架玻璃大棚内都没有见到白色草莓的
身影。

原来，除眼前的玻璃大棚外，王柏
生在基地里还有六七个连栋大棚。里面
不但有最受消费者喜欢的“红颜”等普
通草莓品种，还有近年来十分受追捧的

“紫金香雪”“粉玉”“天使8号”等白色和
粉色草莓品种。“这些品种价格就不一
样了，一般起售价格为400元/公斤，现
在还处于量少不够卖的状态。”

“老板，来称一下。”一对刚刚结束
采摘的母子拎着两筐草莓走出玻璃大
棚，招呼王柏生前去称重。王柏生给两
筐草莓过磅后说：“300元多一点，就
算300元吧，微信还是支付宝……”

这一季草莓销售才刚刚开启，各
家莓农的第一茬鲜果正在上市，喜欢
体验采摘乐趣的游客可以试着尝
鲜了。

本报讯（朱浩 仇明阳）12月 22日上午，全市
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务虚会召开，交流今年工作
情况，部署明年工作打算，通报了年度重点指标完
成情况，市社分管领导结合分管业务条口工作作
点评。

围绕明年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围绕一个
中心”，即抓好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筑牢“两大体
系”，即基层社为农服务体系、社有企业经营服务
体系，加强基层社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村社合作”
步伐。要通过出资入股、参股经营、服务带动等形
式打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与农民利益联结；加
强人员队伍建设，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推进社有企
业改革，做好分类管理、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要提升“三种能力”，即联农带农能
力、经营管理能力、党建引领能力，全面塑造扎根
农村新形象，释放为农服务新活力。

2024年，全市供销系统将聚焦“四大服务提
升”，即“农资供应服务提升”，加强农资供应主体
能力建设，提升“数字农资”管理水平，分期分批对
系统内农资供应主体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推广
应用农行经销管理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
结合省供销总社“121工程”建设要求，分2至3年，
加快建设一批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加快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塑造供销社“跨界”新模式；

“农村流通服务提升”，扎实推进县级流通服务平
台和区域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充分挖掘本地特
色农产品，积极推进本地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

“农村生态服务提升”，继续大力推进农药集采统
配工作，实现让利于民，同时进一步加强农业废弃
物回收处置工作，提升农村生态服务质效。

本报讯（周迎 刘常珍）为贯彻落
实全省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工作会议精
神，做好我市2023年度省、市级乡村振
兴实绩考核工作，日前，市委农办组织
召开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
部署会。各市、区委农办分管负责同
志、职能处室负责同志，市相关单位职
能处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市委农办传达了全省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工作会议精神，解

读了 2023 年省、市乡村振兴实绩考
核工作要求，就考核平台操作、考
核 材 料 、 指 标 佐 证 资 料 、 市 县 审
核、报送时间节点等方面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思想上要
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及时高
位部署，精心组织做好本地、本部门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各项工作，高质量完
成考核工作任务，确保晋档升位。行

动上要高效迅速，逐项对照考核指标
计分细则，认真准备和整理考核指标
佐证材料，积极总结提炼特色亮点成
效；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紧前不紧后，
提前完成考核资料审核把关、平台上
传和报送工作。对接上要精准到位，
继续加强与省级对口部门的沟通争取
工作，市级相关部门要做好上下衔接，
加大对下考核指导，上下齐心，共同努
力，争取好成绩。

守牢农产品安全
这根“民生红线”

周迎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
全，是老百姓对食物的基础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食品安全源头在
农产品，基础在农业。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
最神圣的责任。

守牢农产品安全关，源头把控
是重中之重。农产品安全，归根结底
是针对农产品的“产”。对于农产品
生产而言，没有质量安全这个“1”，
最终都可能会归于“0”。一方面，这
需要农业生产者增强安全生产意
识，以高品质、严要求约束自身生产
行为，把住自身生产环节的安全底
线。另一方面，需要农业主管部门和
农业科技部门及时推广安全高效的
实用新技术，定期开展相关安全技
术培训，进一步筑牢农产品生产者
的质量安全意识，从源头压实生产
安全责任。

守牢农产品安全关，做好监管
是护航之需。守住农产品安全底线，
光靠生产者的自觉远远不够，还得
有专业监管力量的全程护航。近年
来，多地农业监管部门创新监管理
念、监管方式，推进农产品安全监管
的报道屡见不鲜；针对节假日的集
中检查、随机抽检更是成为惯例，农
产品安全保障不断提升。在此基础
上，随着监管力量配备、装备标准化
建设以及监管队伍专业化建设，更
多专业人员充实到基层监管一线，
农产品在监管部门全程护航下，安
全底线正在被不断拉高。

守牢农产品安全关，体系建设
是发展之要。农产品安全不是一时
热点，而是长久话题。要让农产品安
全线持续稳定，建设现代、高效的常
态化监管体系势在必行。其中，不但
需要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多部
门联合的常态化监管队伍建设，还
需要安全生产理念不断普及。网络
监管平台、溯源码等各类高新技术
的投入使用，共同构成常态长效的
农产品安全生产网络。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相信
通过“严”字当头的生产和监管，定
能将“安”字底线牢牢守住，持续保
障老百姓“舌尖安全”。

本报讯（周迎 王振洲）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公布推介第三批全省乡村治
理典型案例。我市句容茅山镇何庄村

《基层党建推动自治共治 文明建设促
进乡村和谐》和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

《“党建+”打造平安家园》成功入选。
何庄村依托村民代表大会，在党建

引领下实施村民自治，促进村庄整治、
村民安居、民风文明，开创乡村治理新
局面。何庄村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作用、

“老书记”作用、基层队伍作用，为实现
基层自治共治提供有力保障，促进乡村

空间治理整村推进，大幅提升村容村
貌，保障村民安居乐业。同时，依托文化
底蕴加强文明建设，促进马灯阵舞、舞
狮子、剪纸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形成文明乡风新风尚，走出了一条具有
何庄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世业村地处省级旅游度假区世业
洲中部。村党委秉持“百姓看支部、首先
看平安”的理念，打造“平安先锋工程”
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全要素
网格化社会服务”工作，真正将服务群众
的触角延伸到神经末梢。随着“党建+”的

深入开展落实，深化“美化家园——党员
先锋行”活动，实行“1+X”（即1名党员、X
名群众）包片管理，形成“亮一户联十户
带百户”的示范效应。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农业农村部门将以典型案例为引
领，加强乡村治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和
宣传推介，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丰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
加快实现全市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加快项目建设 振兴革命老区
12月27日，在丹徒区宝堰镇食用菌种植基地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

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食用菌大棚建设。该项目为中央与省级革命老区相对
薄弱乡镇振兴发展补助项目，将有力推动当地乡村振兴。

李斌 陈新 谭雪妍 摄影报道

“码”有保障“严”字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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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农办部署省市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工作

我市两典型上榜第三批全省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周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