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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蔬菜是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农产品, 目前国内外对于蔬菜质量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蔬菜

中农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及污染物的检测和风险评估, 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安全保障更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在对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理论梳理的基础上, 分析了隆阳区蔬菜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 建议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加强监管体系、标准化生产体系、检测和质量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市场

准入制度、完善追溯体系等方面构建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以进一步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提升

隆阳区蔬菜的质量安全水平, 切实保障公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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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bles are an essential agricultural product for residents’ life.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on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 mainly focus on the detec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esticide 

residues, heavy metals, microorganisms and pollutants in vegetables, but the security guarantee of the whole process 

from “farmland to dining table” is more significan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theory of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vegetable guarantee 

system in Longyang district, recommended to build a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in Longyang 

district by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system, testing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market access system, improving traceability syste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e and green agriculture,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vegetables 

in Longyang district,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public “safety on the tip of the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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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蔬菜是城乡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农产品, 也是

我国重要的“菜篮子”产品之一。目前国内外对于蔬菜质量

安全的研究成果已较多, 主要集中在蔬菜中农药残留[1,2]、

重金属[3]、微生物[4]及污染物[5]的检测和风险评估上。蔬菜

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以质量安全为核心, 实施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 涉及管理体系、法律法规

体系、标准化生产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及风险评估、

预警制度等[6,7]。目前鲜少有以“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为主题的研究, 且文章所述内容较简洁[8]。保山市隆阳区

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大区, 蔬菜是隆阳区的特色主导产业, 
关于蔬菜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 目前见报道的有关于农药

残留和重金属方面的也较少[9,10]。因此, 本文对隆阳区蔬菜

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行梳理, 并提出相关构建意见, 
对提升隆阳区的蔬菜质量、打造云南省“绿色食品牌”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 且为我国其他省市的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

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2   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概念 

2.1  蔬菜质量安全 

蔬菜(vegetables)是指可为人体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

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的一类植物或菌类, 可以通过烹

饪或生吃作为食物, 是一种重要的农产品, 具有较高的食

用价值。 
蔬菜作为鲜活的农产品,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中最受

关注的一类产品。蔬菜质量安全 (vegetable quality and 
safety)是指蔬菜的可靠性、使用性和内在价值。安全的蔬

菜有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 从安全角度来看, 
有机蔬菜>绿色蔬菜>无公害蔬菜。 

2.2  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蔬 菜质量 安全 保障体 系 (vegetable quality safety 
guarantee system)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体系, 是以蔬菜质量

安全为核心, 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有效控制。包

括图 1 中的 5 大体系[11]。 

3  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现状与

问题 

3.1  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现状 

隆阳区是保山市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辖 5 个街

道 16 个乡镇。隆阳区立体气候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

生物资源丰富多样, 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区, 蔬菜已成为

隆阳区特色主导产业, 是隆阳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据

报道, 至 2018 年末, 隆阳区完成蔬菜种植面积 19.56 万亩, 

产量 40.94 万吨[12], 主要分布在包括热区(含次热区)的潞

江、蒲缥, 坝区的板桥、河图、金鸡、辛街、永昌、兰城

等乡镇(街道), 其余乡镇及街道蔬菜种植面积较小且分散, 
大多是自种面积, 以自给自足为主。隆阳区蔬菜的主栽品

种包括叶菜类、根菜类、四季豆、青豌豆、青蚕豆、黄

瓜、番茄、茄子、辣椒、菌类等, 其中潞江热区以黄瓜、

番茄、四季豆为主, 坝区以青椒、叶菜类为主[13]。已初具

规模的隆阳区蔬菜产业给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提出了要求。 

 

 
 

注: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内容适用于蔬菜质量安全 
保障体系。 

图 1  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内容 
Fig.1  Content of the quality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of vegetables 

 
 

3.1.1  监管体系现状 
目前, 隆阳区将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纳入全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乡镇和相关部门的年度考核, 
并将产生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区农业农村局设立专

职监管、执法、检验、检测人员, 履行监管职责。区农业

农村局与各乡镇(街道)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书》, 
对在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中的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 
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各乡镇(街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 蔬菜属于监管内容, 并将职责、制度、监测结果上

墙公示, 保障监管工作正常开展。在各村(社区)、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各级龙头企业、农贸市场等地方

明确或配备相关监管人员负责蔬菜的安全监管责任, 形成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的“3+1”网格化监管。建

设农业综合执法队伍, 抓好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投入

品的质量监管, 严格规范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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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监测体系现状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隆阳区建立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制度, 对蔬菜的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综合协调, 
开展农药、化肥、种子等例行监测、预测预警, 切实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发生, 确保隆阳区蔬菜的质

量安全无重大、特大事故发生。 
3.1.3  检验检测体系现状 

目前, 隆阳区农药管理所、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等单位

已配有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仪、电导率仪、酸度计等检

测仪器设备、配全专职检测人员, 对蔬菜的质量安全进行

抽样检测, 依法作出科学公正的检测数据, 检测面达到全

覆盖。在全区 18 个乡镇(街道)建设农残快速检测室, 并配

备农残速测仪及检测人员, 对本辖区的蔬菜质量安全抽查

检测、执法检测。对于重点蔬菜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和

农贸市场还配备速测设备, 开展蔬菜的自律性检测, 做到

未经检测和检测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出基地。 
3.1.4  标准化生产体系现状 

隆阳区在蔬菜生产中依据的是国家相关标准, 部分

企业在生产中结合实际采用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和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 并已取得一定成效。 
3.1.5  追溯体系现状 

隆阳区推广应用隆阳区溯源公共服务平台及云南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以蔬菜为重点对象之一, 
通过农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简称“三
品”)认证,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优先试点, 鼓励

蔬菜分级包装和依法标识标注, 建立蔬菜生产全过程的档

案记录, 使本区域生产的蔬菜质量安全合格率达到 98%以

上。目前蔬菜、农资溯源的企业较少, 只有两家[14]。 

3.2  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3.2.1  对蔬菜质量安全意识不强 
民众对蔬菜的质量安全意识不高, 对云南省打造“绿

色食品牌”重视度不够, 还未完全形成维护蔬菜质量安全

的社会共识。广大农户和少数基层干部长期形成的以追求

蔬菜产量为主的生产理念还在延续, 按照安全、优质、绿

色的要求生产蔬菜的自觉性不高。有些企业、农户法制观

念不强, 存在不规范使用农药的现象, 擅自加大剂量, 不
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蔬菜, 有些农户还存在使用高毒、剧

毒或高残留农药的现象; 由于大多都是分散经营的个体, 
导致在监管、检测方面存在着缺失的状态。一些经营者安

全意识欠缺, 在采收、贮运、销售等环节随意性较大, 在
破坏蔬菜营养价值的同时, 也导致了质量安全行为的发

生。部分消费者有购买安全、优质、绿色蔬菜的意愿, 但
也存在廉价消费心理, 缺乏识别的能力, 担心受骗, 导致

优质优价的价格体系难以形成。 
3.2.2  蔬菜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不完善 

在蔬菜生产的全过程中主要是遵守国家层面的法律

法规, 包括《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农

药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蔬菜的标准化

涉及多个环节, 如选种、育苗、种植、检测、加工、包装、

贮藏、运输、配送等, 只有这些环节实行无缝对接, 才能

生产出安全、优质、健康的绿色蔬菜。隆阳区蔬菜在标

准方面多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而这些标准多数是

规定范围比较笼统的标准, 根据本地区地域特色制定的

蔬菜地方标准较少, 这很难适应蔬菜生产发展和消费的

需求。 
3.2.3  监测、监管体系不成熟 

(1)监测体系不完善, 隆阳区对蔬菜质量安全的监测

覆盖面较窄, 还未形成全产业链的监测, 对社区(村)零星

种植的蔬菜监测不到位, 对产地环境、土壤重金属、蔬菜

中微生物的监测力度不够。(2)检测平台有限, 从隆阳区蔬

菜检测体系来看, 主要依托隆阳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这一平台, 但该平台的检测功能并不能覆盖整个区

的蔬菜产品, 很多企业的检测能力也跟不上全区的要求。

(3)检测配备不足, 隆阳区在检测体系上虽然能够开展各

项常规项目的检测工作, 但存在技术人员欠缺、技术力量

薄弱、检测仪器落后、检测项目不齐全等问题, 只能完成

特定的检验检测项目, 隆阳区对蔬菜的检测主要以农药

残留的快速检测为主, 大部分的生产基地检测水平还达

不到市场要求。(4)检测方式不够合理, 从隆阳区对蔬菜的

检测方式来看 , 主要以抽样检测为主 , 还未实现蔬菜从

“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检测, 隆阳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

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如此大的检测工程里。(5)乡镇、

村两级监管人员不能做到专职监管, 监管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 
3.2.4  蔬菜追溯体系不完善 

隆阳区蔬菜的生产方式主要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

主, 个体化多、经营分散、规模不大, 农户无法参与到蔬

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蔬菜追溯企业较少, 目前只有两

家加入了“隆阳区溯源公共服务平台”, 根据平台的数据显

示, 在产品供应量上蔬菜与水果的数据是一起统计的, 而
检测数据主要是环境参数, 检测广度较窄, 蔬菜质量安全

的可追溯性不强。 
3.2.5  蔬菜认证体系不完善 

从目前隆阳区蔬菜的认证体系建设情况来看, 不足

之处主要表现在: 认证方式有待改善。蔬菜的认证需要建

立在一套完整的认证体系基础上, 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指导

农户工作 , 帮助农户和企业对蔬菜质量安全进行科学管

理。从目前隆阳区的认证工作来看, 还没有真正做到追求

蔬菜安全和绿色的概念, 已完成认证的蔬菜产品没有在市

场上占多大优势。认证人员业务水平有待加强。有些认证

工作人员对业务熟悉程度不够, 对认证标准里的内容理解

不透彻, 造成认证周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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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隆阳区构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思路与

对策 

4.1  完善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整体思路 

按隆阳区蔬菜产业的实际, 主要有以营利为主的企

业、自给自足并稍带零售的农户种植, 在建立隆阳区蔬菜

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中, 需要根据隆阳区蔬菜分布的实际情

况来建设, 如图 2 所示, 以教育培训为引领, 质量监管为

顶层设计, 标准化生产体系、检测体系、认证体系为基础, 
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追溯体系, 
确保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顺利运行。对于以营利为主的

企业, 在种植蔬菜的过程中, 应推荐使用标准化生产, 规
范使用农业投入品, 在收货、储存、运输、销售环节, 进
行质量检测, 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并通过市

场准入制度要求, 让消费者购买到安全、优质的蔬菜。有

些企业还可通过蔬菜质量认证, 更加有效地保障蔬菜品质, 
提高蔬菜的流通。对于自给自足并稍带零售的农户种植者, 
主要是规范使用农业投入品, 在销售环节, 能通过质量检

测关。 

4.2  构建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对策与

建议 

4.2.1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农业相关部门要发挥主体作用, 利用各种信息传播

方式对监管人员、生产者、消费者就国家农业政策、蔬菜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内容进行多次教育培训, 强化公民

的法制观念、守法意识[15]; 相关部门要围绕省、市、区里

对蔬菜质量安全相关的要求进行宣传, 提高公民的安全意

识 , 自觉维护蔬菜质量安全 , 并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人员聚集的广场、乡

镇集市里利用大屏幕对生产者如何使用农业投入品进行培

训, 并讲解在农药的使用中企业、农户应该履行的义务和

承担的责任, 引导生产者生产出符合农药残留标准的蔬

菜。对于监管、认证人员, 需要加强业务上的教育培训, 提
高办理业务的能力; 对于检测人员, 也要加大检测技术上

的培训力度, 并学习国内外的先进技术, 多方位多渠道提

升检测机构人员能力与素质[16], 将实用、便捷的技术应用

到蔬菜质量安全的检测中。 
4.2.2  加强监管体系建设 

相关部门要加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农场等生产者的监管, 并将非龙头蔬菜企业纳入监管范围, 
扩大蔬菜生产监管面。加强各乡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对蔬菜质量的监管, 加强“3+1”监管网格化管理, 深
入开展专项整治、强化日常监督巡查、加强监督抽查。制

定种植、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中的关键控制点, 并进

行重点监管。另外, 还需加强对隆阳区溯源公共服务平台

的监管, 并及时更新相关数据, 并对已经取得无公害蔬菜

认证的企业进行严格监督, 杜绝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 
4.2.3  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 可以在源头上控制蔬菜

的质量安全。对于售卖假冒伪劣、高毒高残留农资的经销

商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查处, 并依法处理; 对于使用假冒

伪劣、高毒高残留农资的生产者要进行教育, 并没收相应

农资。还可构建农业投入品安全信息制度、预警制度和追

溯制度, 通过限制和规范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实现更加安

全、高效的蔬菜生产[17]。 
 
 

 
 
 

图 2  完善隆阳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整体思路 
Fig.2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of vegetables in Longy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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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加强蔬菜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其核心是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18]。目前, 隆阳区在蔬菜生产过程中主要采用没

有细化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相关农业部门可借鉴甘肃

省、北京市在蔬菜生产上的优点, 制定不同蔬菜的生产技

术规程, 加大对蔬菜生产上的管理, 这些标准应结合隆阳

区特色(热区、坝区), 在规模种植的生产者间积极推进选

种、育种、种植、包装等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 推
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及测土配方技术的扶持研发及推广

应用, 并加快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建设, 从源头上保障蔬菜

的质量安全, 打好“绿色食品牌”, 塑造隆阳区蔬菜整体形

象; 并严格执行国家在检测、加工、贮藏、运输等环节的

标准, 对蔬菜的质量安全加上一层“保护伞”, 提高市场竞

争力。 
4.2.5  加强蔬菜检测和质量认证体系建设 

在现有基础上, 增加财政预算, 购置仪器设备, 引进

或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除了农药残留的快速检测外, 还需

对蔬菜中重金属、微生物、污染物等进行抽检, 并对产地

环境进行监测。在较大的农贸市场、超市设立蔬菜速测检

测点, 做到随抽随检, 及时确保蔬菜的质量安全。检测中

心的检测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有可能, 各乡镇(街道)设立

检测中心辅助机构, 专门对本管辖区域的蔬菜进行抽样检

测。鼓励和倡导企业引进适用的检测技术, 对农药的使用

进行检测。相关检测部门还应该将生物传感器[19]、免疫分

析[20]等技术应用到蔬菜重金属、生物毒素的快速检测中, 
提高检测效力。加大对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

的开发和认证工作, 对具有地域特色的蔬菜进行地理标志

认证。 
4.2.6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蔬菜到达消费者手中最主要的渠道是市场, 进入市

场的源头是把控蔬菜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21], 实施蔬菜准

入市场制度, 蔬菜进入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主要集散地

等重点场所时, 提供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或快速检测合格证

的方可上市销售; 不合格的蔬菜不允许进入市场并向公众

公开信息。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投入品, 有生产许可

的方可进入市场, 避免违禁产品进入市场。还可尝试利用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经销者”模式, 实施“三位一体, 
整体推进”的品牌开发战略,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22]。通过准

入制度的推行及检测信息的公开, 向广大民众宣传蔬菜的

安全意识, 动员全区人民的力量, 实现蔬菜质量安全区。 
4.2.7  完善追溯体系 

隆阳区蔬菜的种植包括企业的规模种植和农户的零

星种植, 致使蔬菜的标准化程度低、单一农户无法参与蔬

菜的质量追溯, 因此无法将所有的蔬菜进行全覆盖, 可以

重点选择种植面积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例如大棚青椒、

四季豆)进行生产、检测、销售、运输、生产厂家等方面的

信息共享, 并可在“隆阳区溯源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详细

信息的追溯。也可借鉴广西桂林“肉菜流通追溯体系项目”
的方案, 让每一棵蔬菜都有“身份证”, 让市民只要用微信

或支付宝扫码, 就可查询蔬菜来源[23]。在追溯体系中, 还
应通过完善追溯平台配套制度、创新监管方式[24], 使用区

块链[25]等先进技术来完善追溯体系。若某个环节出现的问

题, 对责任方进行定位, 并进行追责问责。 

5  小  结 

随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

深入实施和推进, 云南已从开放“末梢”变为前沿, 隆阳区

作为云南省蔬菜产业重点发展地区, 抓住这个发展机遇, 
以质量兴农为切入点, 推进隆阳区蔬菜产业绿色化、优质

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构建蔬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1)加大对监管人员、认证人员、检测人员、生产者、消费

者的教育培训, 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意识或业务能力; (2)加
强对各种蔬菜生产主体(企业、农户、农资经销商等)、信

息共享平台的监督管理; (3)针对隆阳区热区、坝区的地域

差异, 制定蔬菜在选种、育苗、种植、包装等环节上的技

术规程, 并加快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建设, 从源头上保障蔬

菜的质量安全; (4)通过在设备、人员配置上的完善, 强化农

药残留的抽检力度, 增加蔬菜检测指标; (5)加快推进“三品

一标”认证工作, 提高蔬菜市场竞争力; (6)建立蔬菜、种子、

农药及化肥的市场准入制度; (7)完善追溯体系的建设, 可
通过选择种植面积大、具有竞争力的蔬菜产品进行生产、

检测、销售、运输、生产厂家等方面的信息共享。通过蔬

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进一步推进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 提升隆阳区蔬菜的质量安全水平, 切实保障公众“舌
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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