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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高原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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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进入质量消费时代,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成为了品位生活的代名词,农产品走“品牌化”“特

色化”道路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普洱市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经济试验示范区,由政府牵头率先认证了当地

几个独具特色的农产品,采用品牌化提升了附加值｡文章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视角为出发点,以云南省聚焦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背景为依据,分析普洱市在把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做法和发展特色品牌农产品取得的成效,总结普洱

市的经验对其他地区打造高原特色品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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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当前的热点和难点,保证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对于保障人民切身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等都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虽然云南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起步也较晚,但是高原气候是云南农业与生俱来的优势,2012

年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云南大力打造高原特色农产品品牌,一方面开展 “三品一标一

品牌认证”和 “六个六评选”,另一方面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区域农产品品牌
[2]

｡普洱市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的地区之一,2016 年普洱市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绿色产业增加值占传统 GDP 的比重达 71. 5%
[3]

｡2017

年,云南省政府将普洱市划定为水稻生产功能区和天然橡胶､糖料蔗､油菜籽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作为国家级绿色经济试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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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其在管控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发展高原特色品牌农产品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云南省其他地区发展品牌农业和 “绿色”经济

具有典范作用｡

一､云南省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背景

( 一) 农产品质量安全受世界瞩目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源于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后对所处生存环境和涉及自身利益的食品问题的关注｡20 世

纪 40 年代以前,农业主要担任了满足战时口粮的角色,只关注其数量上的储备,却对粮食的质量安全问题重视度不高; 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尤其是在农业机械化的指导下辅助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在满足世界

人口急剧膨胀对食物需求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并因此危及人类健康,不得不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由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各类食品安全危机频发 ( 比如 1996 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8 年席卷东南亚的

猪脑病､2011 年德国的 “大肠杆菌污染的黄瓜”等事件) ,其破坏性甚至蔓延到发展中国家
[4]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才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现如今,信息网络化时代的透明性和普及性倒逼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得不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同时,也

间接推动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完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二) 云南省把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的挑战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发展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基石,近年来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效显著,但由于云南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起步较晚,云南省在把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 1) 质检技术落后和检测人员不足｡由于科技支撑不足,农产品质量安全研发人员､科研教育推广人员缺乏,符合质量安全要

求的科技成果供应不足,很多正在研发的技术､正在推广的技术欠缺质量安全要求和指标,农业标准的研究､运用严重滞后｡

( 2) 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能力建设缓慢｡云南省大部分市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和资质认定未实现 “零”的

突破,监管人员严重缺乏,绝大多数县级监管机构只有一名兼职工作人员｡

( 3) 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意识,导致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没有有效的沟通平台,没有达成共识,许多政策的实

施落实不到地方,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多还停留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的认识上｡另外,由于农产品生产环

节多,农户的人力资源和机械设备不足,再加上高毒高药的农药化肥市场准入机制不完善,使得生产者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

得不到遏制｡

二､普洱市把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做法

( 一) 进行溯源监管

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爆发的隐蔽性､季节地域的不规律性,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高度重视农产品安全质量从 “田间

到餐桌”的溯源监管,普洱市政府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强农户种植养殖的安全监管､

加大对外销售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力度,严格把控市场准入机制,强化农业环境的保护,严格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和不合理添

加剂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使用,从源头上消除农产品安全隐患｡

( 二) 加强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普洱市自



3

2006 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的建设,通过近十年来的努力工作,普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

设实现全覆盖,思茅区､澜沧县､景谷县､宁洱县已完成农产品质检站的建设; 市级农产品质检中心已完成基本建设工作; 还有墨

江县､景东县､江城县､西盟县､孟连县､镇沅县的质检站的基本建设也已完成,正在进行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及验收工作｡目前争取

到国家立项建设的县级农产品质检站 10 个,市级农产品质检中心建设项目 1 个,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全覆盖,争

取中央投资 3 200 万元｡目前已基本完成建设内容,将进行项目验收及开展实验室资质能力建设｡

( 三) 扎实推进农产品检测工作

普洱市积极响应国家制定的各项检测制度和检测方法,配合省市区的抽检工作｡在省级以上的监测检查中,普洱市的农产品

未发现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在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中,抽检样品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除此之外,围绕全市具

有一定规模的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基地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抽检工作,配合农业部､省级检测机构完成对蔬菜､水果的例行监测和监

督抽查的抽检工作,总体合格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 96% 以上,有力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 四) 注重品牌建设

普洱市在全省建设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战略部署的引导下,在农产品品牌建设､品牌支撑体系､“三品一标”的创建方面着

力打造普洱特色品牌农业｡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品牌发展,组织专家编写了 《2015—2020 年普洱农业品牌规划》,出台了 《关

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 《人民日报》､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国际农商品牌发展北京论坛等多个场合阐

述了普洱品牌农业打造的新思想､新举措｡另 外,全市积极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培育和扶持一大批绿色生态高原

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树立普洱高原特色农业整体品牌形象,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三品一标产品,截

止到 2016 年底,全市申报认证的 “三品一标”企业 194 家,认证产品 420 个
[5]
,认证面积累计 21. 632 万 hm2,有效确保了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立足普洱的生态特点､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把发展庄园经济作为创新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模式的突破口,规划建设

了帝泊洱生物茶谷､柏联普洱茶庄园､爱伲天然生态牧场､曼涯咖啡庄园､普洱 “凇茂谷” 等一批特色庄园
[6]
,推动优势资 源､优

势产品向优势企业集中,优势企业向优势产业､优势区域集聚,实现产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三､普洱市特色品牌农产品分析

我国传统的产品观念是先生产再为产品找市场,这样的运营思路使得产品容易发生滞销｡品牌化产业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

有机认证不仅能保证其质量安全,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难卖问题的有效途径｡普洱的景东无量山乌骨鸡品牌化产业发展､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瓢鸡､思茅区的有机茶是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各自的发展模式依托当地资源,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而

且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 一) 景东无量山乌骨鸡品牌化产业发展

景东县乌骨鸡是 “云南六大名鸡”之一,因生长周期长､成本低､肉质佳､口感好､生态健康而出名,2009 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鉴定,以保健､美容､药用､营养价值高等特性被列入 《国家畜禽资源库名录》,被命名为 “无量山乌骨鸡”｡无量山乌

骨鸡在景东县 13 个乡( 镇) 均有养殖,是典型的具有地域优势的地方品种
[7]

｡为发展好这一品牌产业,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乌骨

鸡产业发展办公室｡景东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无量山气候温和,林地广阔,乌骨鸡耐粗饲,抗病力强的有利条件,用以点带面方式,

组织无量､哀牢两山的群众不断扩大乌骨鸡发展规模,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实现增收｡为发展壮大产业规模,县政府结合市场发展

需要,专门制定了 《关于建设景东无量山哀牢山绿色生态经济带实施意见》,以改善乌骨鸡发展环境入手,通过开展与院 ( 校) ､

企业､合作社合作等形式,乌骨鸡在全县快速发展,其产品畅销昆明､景洪､楚雄､大理､思茅等地,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7 年景东乌骨鸡出栏 431 万只,实现产值 3. 4 亿元,带动脱贫人口 65 401 人,无量山乌骨鸡已成为景东县广大农民群众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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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农产品地理标志——普洱瓢鸡

农产品地理标志既是重要的农产品质量标志,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和载体｡普洱瓢鸡由于某些遗传性状基因

发生变异,形成了无尾的特异体形,原产地及中心产区为普洱市镇沅县,景 谷､宁 洱､墨江等县也有少量分布, 2014 年通过农业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审查和专家评审,被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其价格是一般土鸡的两倍｡为了保护瓢鸡这个地

方特有良禽,充分发挥瓢鸡特色资源优势,将其列入普洱的 “六大特色产业”之一,每年市､县都安排 100 多万元的地方财政资

金支持瓢鸡产业发展｡在“十三五”期间,镇沅县把瓢鸡作为一个富民兴县的产业来抓,县委､县政府将“瓢鸡特有养殖加工基地”

列为全县五大基地建设之一,成立镇沅县瓢鸡保护与发展領导小组,制定瓢鸡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和措施
[8]

｡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

瓢鸡保种､选育繁殖､科研和开发项目计划取得显著成效,2017 年镇沅县实现了瓢鸡存栏数达 100 万羽,出栏 150 万羽,实现产值

1. 9 亿元的目标｡瓢鸡产业已成为镇沅县人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 三) 普洱思茅区有机茶

云南有机产品以茶为主导,有机认证量最高的 4 种产品为茶､植物类中药､动物类产品和水果,其中有机茶生产地主要集中在

普洱､西双版纳和临沧
[9]

｡2015 年思茅区被列入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现有的 1. 14 万 hm
2
茶园已全部实现生态茶园的

标准,另外,通过国家认证的有机茶园占 0. 16 万 hm
2
,从普通茶园转换成有机茶园的 面 积 是 637. 87 hm

2
,无 公 害 茶 园 0.

96 万 hm
2
; 目前,普洱市共有 1 142 家茶企业､1 717 家茶叶经营业者､茶叶的加工厂有 303 家､合作社 173 家; 通过国内外诸

如 OTRDC､欧盟 EU､美国 NOP､日本 JAS 等知名机构有机认证的企业有 12 户｡打造了 “龙生”“帝泊洱”“茶马史诗” “祖祥”

等知名品牌｡全区种茶农户 2. 5 万户,茶农人均年种茶经济收入达 7 120 元,居全区种植业收入之首｡为打造普洱“思茅有机茶”

公共品牌,将 “思茅有机茶” 品牌与区域内地域商标､企业商标共同组成三级商标体系,助推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个

方面得到整体提升｡为推进建设思茅有机茶的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监控统一､标识统一,将具有思茅特色､思茅特质的有

机普洱茶奉献给广大消费者,2018 年 8 月 25 日由本地 5 家茶企业成立了“普洱思茅有机茶产业联盟”｡

四､打造高原特色品牌的启示

普洱市作为国家首个经济示范试验区,在管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做法以及发展特色品牌农产品取得的成效对其他地区

发展高原特色品牌产业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 一) 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普洱市结合各县实际,立足产业基础,围绕茶叶､瓢鸡､乌骨鸡等重点产业,对生产中的急需紧缺标准,优先立项,优先研发,加

强标准制修订,推进农产品质量认证,实现了产业标准与目标市场的融洽对接,扩大了重点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注重强化标

准集成的应用,思茅区的茶产业以生态茶园的标准进行建设,扩大了有机茶的认证规模; 镇沅县的 “瓢鸡特有养殖加工基地”是

标准化建设的典范,标准化养殖不仅从源头上确保了产品质量,而且保持了产品的地域特点和内在品质,加快了瓢鸡的产业化发

展｡因 此,以优质农产品为依托,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有利于实现产业标准和目标市场的全方位对接,有利于塑造优质农产品的

品牌,加快特色品牌的产业化发展｡

( 二) 提升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

景东县政府为发展乌骨鸡产业,与院 ( 校) ､企业､合作社开展合作,使无量､哀牢两山的群众更加有组织化地扩大乌骨鸡的

发展规模,乌骨鸡成为景东县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镇沅县瓢鸡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县委､县镇府成立瓢鸡保护与发展

領导小组,积极组织开展瓢鸡保种､选育繁殖､科研和开发项目计划; 采用 “企 业 + 农户”的形式共同维护瓢鸡这一地理标志产

品品牌,更好地保持了普洱瓢鸡的市场占有率｡思茅区 5 家茶企业成立的 “普洱思茅有机茶产业联盟”,有利于推进有机茶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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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监控统一､标识统一,将普洱茶金字招牌推向世界｡不论是政府直接组织和政策的引导,还是企业的自

发组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组织化､规模化程度,都有利于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拉长产业链

条
[10]
,辐射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 三) 农产品的有机认证是制胜法宝

有机种植已成为普洱茶的 “金字招牌”,思茅区整碗村茶农董祖祥的有机茶园最具代表性, 18 年来他一直严格按有机标准

种植茶叶,200 hm2 基地获得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有机认证证书,产品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喜爱,平均每公斤茶叶价格

达 600 元,高出国内同类产品三倍以上
[11]

｡有机认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能够保证

食品的健康安全,生产高价值的食品,服务特定消费群体,以出口为主,带来的利润更大,产品更安全
[12]

｡有机认证能够让产品质量､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得到整体提升,云南省作为 “动植物王国” “药材宝库” “天然花园”,拥有发展 “绿色食品”

的天然优势,虽然 “云茶” “云花”“云咖” “云药”……一个个 “云”字号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崛起,但没有体现出很好的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借鉴普洱发展有机产品的经验,推进其他农产品的有机认证,让 “生态健康”的形象被更多人所认识,让云南

的高原特色农业不断绽放精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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