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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科院了解

到，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全力支持下，由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研究所（以下简称“区农科院质标所”）牵

头研究制定的《西藏地区绿色食品春青稞生产操作规程》《青藏高

原 绿色食品牦牛养殖规程》两项农业行业标准，通过区内外青稞、

牦牛行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已圆满完成，并于今年 8月 20日

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发布，于今年 1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以上两项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西藏地区绿色食品春青稞

生产操作规程》由区农科院质标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自治

区绿办等区内外 5 家单位共同参与制定。该标准旨在引导青稞科

学种植、精准灌溉、合理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规范处理农业生

产废弃物等生产环节，对推动我区青稞产业绿色健康发展、促进

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绿色食品牦牛养殖

规程》标准由区农科院质标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西藏农牧

学院等区内外 8 家单位共同参与制定。该标准规定了青藏高原绿

色食品牦牛养殖的产地环境、牛舍建设及设施设备配套、引种、投

入品使用、饲养管理、转运、废弃物处理与利用、档案记录等各个

环节应遵循的准则，将对提高牦牛肉品质、加快牦牛产业转型升

级和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打造青藏高原特色产业品牌等提供科学

依据和技术支撑，有效促进我区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区农科院质标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区农科院质标所将

进一步加大与区内外各部门、各单位的沟通，扎实推进对我区农

牧业产业特别是特色产业等相关标准的修制定工作，积极配合国

家及自治区绿色食品工作机构组织培训，加快推进标准规程进企

入户、落地生根，有效推动青稞、牦牛等农牧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

群众利益无小事，“菜篮子”工程更是

关乎民生中的大事。

我 区 部 分 地 方 不 适 应 露 天 种 植 绿 色

叶 类 蔬 菜 ，充 足 的 光 热 又 能 满 足 大 棚 里

叶 类 蔬 菜 生 长 需 要 。 因 此 ，我 区 花 大 力

气 在 气 候 适 宜 地 区 发 展 露 天 蔬 菜 种 植 ，

建 设 与 修 复 设 施 大 棚 ，抓 好“ 菜 园 子 ”建

设和蔬菜生产，种足种好保障性菜地，增

加 蔬 菜 保 有 量 ，保 障 老 百 姓 装 进“ 菜 篮

子 ”里 的 蔬 果 品 种 更 多 、质 量 更 优 、价 格

更实惠。

特别是今年以来，为切实应对疫情对

我区蔬菜供给造成的影响，保障全区蔬菜

正常生产和稳定供应，我区相关部门全力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区党委、政府关于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部署要求，将“菜篮

子”工程作为民生工程抓实抓好，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高位推进——
生产能力显著提升

在 山 南 市 隆 子 县 ，42 岁 的 群 培 正 在

给 菜 瓜 除 草 。 过 去 ，群 培 一 年 能 赚 4000

元 左 右 ，勉 强 糊 口 ，近 年 来 ，他 依 托 当 地

龙头企业和精准实施的“十三五”产业扶

贫主导项目等，瞄准新鲜蔬菜市场，大力

开 展 蔬 菜 生 产 。 现 在 ，群 培 一 家 年 收 入

达 到 10 万 元 左 右 。“ 菜 篮 子 ”工 程 拓 宽 了

种 植 户 的 增 收 渠 道 ，有 效 提 升 了 县 域 经

济发展水平。

在推进“菜篮子”工程进程中，山南市

先后多次召开“菜篮子”考核工作小组专题

会议，通过招商引资、流转土地、项目整合、

资金配套等举措推动“菜篮子”工程建设和

产品有序流通。

一 直 以 来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始 终 把

“菜篮子”工程作为头等大事抓实抓好，将

“菜篮子”列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中，

出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菜篮子”专员（市长）负责

制考核办法〉的通知》，实行“菜篮子”目标

责任考核管理制度，形成了“菜篮子”市长

（专员）负责制和考核制。同时，相关部门

不断强化抓好“菜篮子”安全生产的责任担

当和制度保障。

各市地纷纷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

责任人，分解工作任务，将责任落实到人，

充分发挥当地特色优势资源，逐步扩大蔬

菜种植面积，大力发展蔬菜生产，蔬菜供应

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020 年 ，全 区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39.97 万

亩，比 2019 年增加 0.71 万亩，预计蔬菜产量

达 100万吨。

严抓落实——
增强技术服务能力

“2016 年，我通过参加蔬菜种植和农机

操作等新技术培训，才得到了今天这个工

作岗位。”群培说。

作为我区大力实施科技服务与培训工

作的一个缩影，群培说的是很多人的共同

经历。

特别是今年以来，为保障疫情期间全

区农畜产品正常生产和稳定供应，我区先

后组织农牧科技服务人员 2600 余人开展技

术服务，把农牧业实用技术、科技成果送到

田间、牧场，助力农牧业生产，打通农牧科

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我区印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抓好蔬菜

保障供给的紧急通知》，成立了由区农业农

村厅牵头，科技厅、农科院组成的联合调研

组，对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市蔬菜大

棚闲置情况进行全面调研，第一时间摸清

蔬菜产能情况；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

究所组织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服务小组，对

拉萨、日喀则、林芝市大棚蔬菜高产栽培、

间作套种、技术集成示范等产能提升进行

现场技术指导。

在市地层面，相关市地充分利用好闲

置蔬菜大棚，维修破旧、损毁温室大棚，指

导种植户种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和群众

喜爱的小白菜、上海青等叶类蔬菜品种，积

极提升蔬菜产能。

日喀则市加大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力度

和破损温室的修复力度，专门从脱贫攻坚

产业资金中安排 1200 万余元，对 9 县区共

808.06 亩地 2668 座温室进行修复利用，恢

复了全市闲置和废弃温室大棚的生产，为

稳定和丰富日喀则市乃至全区的“菜篮子”

作出了贡献。

全区齐动员——
“菜篮子”里的蔬菜物美价廉

昌都市充分利用微信使用人群广、信

息传播快等特点，专门注册了“昌都价格早

报”微信公众号，建立了重点商品价格监测

信息对比分析定期发布工作机制，确保消

费者及时了解重点商品价格动态。

那曲市在深度贫困的班戈县开展了以

乡村果蔬配送为主的商贸流通综合试点，

从解决供给、市场培育、扶贫带动等方面入

手推动试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的“菜篮

子”，并让群众买得称心如意。

……

全 区 各 市 地 多 措 并 举 ，通 过 农 超 对

接、直产直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等形式，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流通

成本，着力解决农牧区供给“不充分、不方

便、不安全、不实惠”问题，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据统计，我区自产蔬菜除农牧民自身

消耗外，约 85%蔬菜进入各大农贸市场，为

城镇居民蔬菜供给提供了保障，城镇旺季 5

至 9 月市场自给份额 85%左右，淡季 10 至来

年 4月产品市场缺口约 40%至 50%。

保量保质：
质量监管能力逐步增强

我区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纳入

政府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体系，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制和部门监管责任制，保障监

管工作有序开展。

——及时落实自治区各项检测任务，

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风险，对检测结果进行

统计汇总分析，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研判形势、加强监督，力保农畜产品安全供

给。

——加强市场日常管理，完善市场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质量自检、索证索

票、进货台账、视频监控等措施，逐步推进

“菜篮子”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在关键节点组织相关部门对重点

场所、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加强农业投入品

的市场执法力度，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调查显示，林芝市因“菜篮子”产品供

应丰富、价格平稳、质量可靠，食品安全群

众满意度达 90%以上。目前，林芝市已被纳

入第三批食品安全创建试点城市。

“现在方便多了，在公交站搭车时

就可以把菜买了，蔬菜销售点的菜价也

便宜，回家就可以做饭。”正在柳梧公交

站等车的普赤说，他讲述的正是拉萨市

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最近在

柳梧公交站附近新设的蔬菜销售点。

记者从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获悉，近期，已在市区共投

放了 72 辆惠民蔬菜直销车，主要分布在

市内社区、学校、医院及偏远居民点。

在大昭寺路附近的一台蔬菜直销

车上，记者看到负责人罗布卓玛正在打

理小白菜、香蕉等蔬果。“这些水果、蔬

菜都是早上送过来的，不仅新鲜，而且

低于市场价格。”罗布卓玛介绍说。

据悉，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严把食品安全关的同时，各

类蔬菜销售点以低于市场 10％至 30％

的价格对外销售，每天供应 50 至 100 余

种农副产品，确保广大市民秋冬季蔬菜

供给充足。

据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惠民销售部工作人员阿布介绍，

目前，投放拉萨市区的 72 辆惠民蔬菜直

销车销售的所有农副产品，全部实行集

中采购，由质量检测室对农残等指标进

行检测合格后入库，每天早上由配送车

配送至各销售点，直销车全部产品按照

该公司每周规定的价格进行销售。

目前，所有惠民蔬菜直销车所售蔬

果全部来自本地菜农和该公司合作社

蔬菜种植基地，通过统一采购、协议收购、计划种植的方式，确保

各季节蔬菜供应充足。

另 外 ，该 公 司 还 实 行 统 一 供 货 制 度 ，安 排 专 人 销 售 蔬 菜 ，

实行统一管理和调度；对驾驶员、销售员进行定车、定岗、定责

安排，实行调配中心装菜、退菜、加菜，确保蔬菜新鲜度、降低

损 耗 ；严 把 供 销 体 系 流 程 管 控 ，逐 步 形 成 一 套 质 量 有 保 障 、价

格 有 优 势 、供 应 有 保 障 的 生 产 、采 购 、配 送 、销 售“ 一 条 龙 ”运

营模式。

“目前，运营的 72辆惠民蔬菜直销车解决了 100余人的就业问

题。”阿布说，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公司管理，确保秋冬季节水果、

蔬菜等供应充足，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逐步提升本地蔬菜供给能力
——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杨建斌

本报记者 李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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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两项农业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今年以来，自治区农科院蔬菜产能提升拉萨技术服务组科技人员先后多次深入各地蔬菜种植基地，就整地、浸种、播种、配药、喷药等

一系列操作和后期管理开展现场指导，帮助广大种植户提高种植技术和产能。

图为曲水县达嘎乡的蔬菜种植大棚内，科技人员就菠菜条播进行示范操作。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图为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科技人员深入蔬菜大棚调研

甘蓝病虫害情况。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图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岗德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内，丰产的茄子鲜

嫩欲滴。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让“菜篮子”盛满“放心菜”
—我区加大蔬菜生产工作扫描
本报记者 李梅英

一直以来，“菜篮子”工程是保障城乡

居民肉蛋奶、果菜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的

重大民生工程。近年来，我区将“菜篮子”

工程作为重点工作，不断增强自我供给能

力。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我区菜篮子

工程还有哪些短板？下一步工作如何推

进？对此，记者采访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处处长杨建斌。

杨建斌说，目前我区仍然存在生产技

术相对落后，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流通不

健全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杨建斌说，下一步，将

根据我区特殊气候环境、发展基础、市场需

求和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交通便利、主要城

镇为中心，重点打造林周县、达孜区、白朗

县、乃东区等高原蔬菜产业基地，种植特色

明显、发展基础较好的温室专业村、专业

社，突出打造蔬菜优势区域。适当增加蔬

菜种植面积，扩大集约化生产规模，增强加

工转化能力，延长产业链，促进蔬菜产品增

值、增效。

同时，要在标准化生产创建示范区示

范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加强标准化生产、

商品化处理以及病虫害防治、质量检测等

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抓点示范、全

面培训，调动农民种植蔬菜的积极性，发挥

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围绕绿色

蔬菜高产增效集成技术应用推广，集成组

装可复制推广高产增效栽培模式，打造高

原蔬菜品牌。

据杨建斌介绍，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种植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加大

新优品种、高产栽培和管理简约化技术、标

准化生产技术的利用率，推广节水环保和

绿色防控无公害生产，建立系统完整的从田

间到餐桌产品追溯体系，确保蔬菜产品质量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