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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工作机制 从严抓好基地建设 

王宏庆/ 江苏省东台市农业农村局 

东台市位于江苏沿海中部，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和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创建试点县（市），耕地面积 200 万亩，全年食用农产品产量达到 550 万吨，其中蔬菜 320 万吨，“东台西瓜”“东台大米”

“沈灶青椒”等品牌产品畅销上海、杭州等城市。东台高度重视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把基地建设列入当前农业农村工作

重点，不断推动基地建设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认真加强三个体系建设，围绕三个标准要求，实现三个目标愿

景，全市申报基地建设面积 49 万亩，其中粮油作物面积 30.6 万亩，果品面积 5.8 万亩，其他 6 万亩，基地建设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加强体系建设，层层传递责任 

完善组织领导体系。成立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领导小组，把基地建设列入重点工作和年终考核项目。印发《关于组织

申报江苏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的通知》，明确申报主体为各镇政府，要求各镇增强基地创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科学制定

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基地建设工作全面推进。 

健全指导督查体系。根据基建要求，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各科室部门及学科专家组成的项目实施指导督查小组，及时开展

标准化技术规程及基地申报培训，2018 年培训人员超过 1000 人次。指导督查小组对各镇绿色优质农产品建设方案中涉及的标

准化技术规程、“一品一策”精准监管方案、投入品管控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等内容结合东台实际进行严格审核；对各镇

申报品种、面积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调研论证；开展基地建设区域内对接企业现场检查，看企业是否正常运行、是否管理规

范、是否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注册并正常信息上传，达不到要求的限期整改；排查基地建设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隐

患因素和投入品风险，发现风险隐患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基地建设高质量。 

落实主体责任体系。各镇成立由主要领导参加的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辖区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书记、

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镇长具体负责，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基地建设的推进、协调、管理。各村作为一个建设单元，由村

主任负责协调管理，主体责任明确，各司其职，形成自上而下、运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使基地建设的各项目标要求落实到

位，基地建设统一规范。 

严格建设要求，确保基地质量 

坚持“三个围绕”。一是围绕品牌产品。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较大的产品，如“东台西瓜”“东台大米”“沈灶青椒”

等品种，充分利用基地建设，进一步做强、做大产品品牌。二是围绕特色产品。选择大白菜、玉米等品种，进一步实施标准化

生产，加强技术集成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声誉。三是围绕优势产品。选择区域优势产品如水稻、甜叶菊、贝母等品种，进一

步优化标准化技术规范，推动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为促进双向延伸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供资源

保证。 

认真建章立制。根据建设要求，各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成立领导小组，精心落实建设区划与品种，制定针对性的建设方案，

健全完善了农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基地环境保护制度、标准化技术规程、投入品管控制度、生产档案管理和质量可追溯制度，

建立绿色优质农产品专项培训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按时推进，事前有谋划，事后有考核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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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对接企业。要求基地建设对接企业具有绿色食品生产能力，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运行良好。同时，必须建有产品农

残快速检测室，具备批次产品自检能力，企业必须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登录并正常运行，达到产品“来源可溯、去向

可追、责任可究”，不合格产品召回机制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健全完善。 

加大资金投入。设立基地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宣传发动，提高基地建设的认识，增加基地建设的积极性；开展技术培

训，提高基地农户对标准化技术知晓度；制作绿色优质农产品操作规程、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者使用手册、基地允许使用的农

药清单及肥料使用准则，提高基地建设规范化程度；重要时间节点发放资料、小方单，提高技术规程应用的精准度；制作基地

建设标牌，提高基地建设宣传和典型示范作用。 

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建设目标 

做成品牌孵化平台，为品牌发展打好基础。所有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年内必须完成一个种植品种的绿色食品申报认证，鼓

励有条件的对接企业申报有机食品。产品特色明显、标准化技术规程独特、产品文化传承悠久深厚的产品，鼓励申报地理标志

产品，为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打好基础。全市预计新申报与续展绿色食品 70 多个，西瓜、甜叶菊 2个绿色优质农产品年内申报

地理标志产品。 

做成精品展示平台，为园区建设创造条件。通过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促进区域内农产品生产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

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和品牌发展导向，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提高农产品质量可控

能力，为省级、国家级园区创建创造条件。全市“一镇一园”工作进展迅速，年内争创国家、省级园区各 1 个。 

做成产业发展平台，为产业延伸提供保证。通过基地建设，促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增加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改善设施

装备和技术支撑，扩大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优化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着力突破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深加工空白点多、产

销衔接不对称、质量效益低等薄弱环节，优化供给侧结构，双向延伸产业链，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拉动作

用。目前，一个投资规模达 10 个亿的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