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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紫阳县蒿坪镇改革村积极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试点建设，通过改善
人居环境、 发展产业和提升乡村美景，打
造和美乡村，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冬季月是茶树的休眠期， 在茶园里，
仍能看到部分茶农在地里劳作，他们将茶
肥运到茶园， 再进行土地深耕和施肥作
业。

“3 月开春就要采摘第一季茶叶了，冬
季要做好茶园管护。 这里温度、湿度等气
候条件适宜茶叶生长。 ”村民老权一边忙
着手里的活，一边乐呵呵地说。

改革村位于紫阳县东北部，茶业作为
全村主导产业， 目前已有标准化茶园 80
余亩，由村合作社经营，2023 年采摘鲜叶 2
吨多，收入 30 余万元。 近年来，村上还筹
集资金，先后改造了茶园观光道路，安装

相关设备提升茶园品位， 借助网红打卡、
采茶服租赁、体验制茶等项目，吸引游客
拍照打卡、有偿体验、购买茶产品等增加
合作社收入，通过茶旅融合，带动周边群
众发展旅游服务业持续增收。

2023 年， 改革村的莲藕迎来了丰收，
各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 “尝了猪蹄子炖
藕，莲藕吃起来比较软糯，口感味道都非
常好。 ”亲自体验后，客商吴自琳说。

在 2023 年 11 月下旬， 蒿坪镇还举行
了首届“蒿坪河莲藕”丰收节暨职工越野
赛活动，以此抒发丰收的喜悦之情。

为拓展收入，改革村大力发展富硒九
孔莲藕种植，新建荷塘 35 亩，栽种莲藕 2.7
万斤， 目前已销售莲藕 8000 余斤、6 万多
元。

不仅能吃，还能观赏。 2023 年 8 月中

旬，一场盛大的“荷塘赏景”摄像大赛在改
革村启幕。 游客用相机、 手机把荷花、荷
叶、荷塘的美一一记录下来。 活动现场，还
有旗袍竞秀、民歌对唱等精彩节目，着实
让村子热闹了一把。

“我们结合村上的土地资源优势 ，积
极打造百亩荷塘。 村民能在园区务工增加
收入，同时也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服务业。 ”
改革村第一书记刘金萌说。

目前 ， 村上在采收莲藕增收的基础
上，还修建观景步道、休闲设施等，发展观
光休闲农业旅游，逐步形成了“上有荷园、
下有茶园”的农旅融合发展新业态。

改革村还采取一张网格定区域、一套
机制夯责任、一面红旗树榜样、一批资金
治死角、一场会议广发动的“五个一”工作
法，每季度开展群众卫生环境评比，对先

进个人颁发流动红旗并计入道德积分，持
续巩固省市级美丽家园示范村成果。

“这个季度我家拿到了流动红旗 ，这
是一种荣誉，我也会继续保持。 ”村民老詹
说。

改革村还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 ，全村
已建成 313 座无害化冲水厕所和 3 个生态
垃圾站点，垃圾实现集中清运，全村生活
污水全部接入镇污水管网，集中处理。 同
时积极完成“三清四改”工作，房屋改造已
完成 60 余户，修建垃圾房 15 座，清理乱堆
乱放垃圾 30 处、乱搭乱建 15 处，雷吼沟和
薛家沟两条村级道路的 34 盏路灯全部安
装完毕，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双提升 ，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锐意“改革”景色新
通讯员 储茂银

本报讯（通讯员 谭科文）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积极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紫阳经贸局结合本单位职能，
细化“六条”措施抓监管，确保农产品安全监管有效
果。

强化领导责任监管。 为了落实农产品安全工作组
织领导，县经贸局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
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股室负
责人任成员，切实保证此项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工作
不走过场。

建立长效机制抓监管。 根据本单位工作职责，制
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明确了监管范围、监
管内容、监管手段、制度实施过程等四项具体内容，建
立了农产品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

建设安全基地抓监管。 利用部门职能在管辖内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建设农产品安全基地，在现有生态
环保的基础上，利用空气水土无污染，严禁使用各种
农药、化肥及污染物进入农产品基地。 打造紫阳县高
桥镇山野菜公司农产品安全基地 10300 亩，其中大棚
蔬菜基地 300 亩，香椿基地 10000 亩；打造建设紫阳
焕古镇棒棒茶叶有限公司建立茶业安全生产基地 320
亩。

加强商贸流通抓监管。 在辖区内的各大超市加强
农产品安全监管， 严格要求建立产品进出库台账，检
测报告，落实专人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 在存放期间
落实专库、专柜，确保温湿度以及通风效果，确保农产
品销售质量安全有保障。

普法宣传抓监管。 通过各种培训会议、企业走访
等方式、广泛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让企业学习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整治成效、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同保护，引导农产品
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引导消费者安全
消费。

开展溯源抓监管。 建立完整的溯源系统，利用先进
的移动互联网、一品一码等技术，搭建农产品安全溯源
平台。截至目前，已对全县 104 个企业、367 个单品进行
了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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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丹丹）
春节临近， 为切实加强节日期
间市场安全监管，近日，旬阳市
神河市场监管所联合镇经济
办、神河派出所、镇社保站，以
把好“三关”有效措施为抓手，
扎实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
全力为全镇人民欢度佳节保驾
护航。

用监管力度把好食品 “安
全关”。 认真贯彻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要求，以农贸市场、商
超、餐馆等场所为重点，针对肉
制品、方便食品、节令食品和米
面粮油等节日热销产品开展专
项检查， 紧盯食品经营单位环
境卫生、加工过程、索证索票、
进销台账、经营许可、制度落实
等关键环节， 督促经营单位严
把食品制作关、 存储关、 销售
关，确保群众舌尖安全。

用监管职责把控市场 “消
费关”。 围绕消费集中的“米袋
子”“菜篮子”“药匣子” 等民生
消费重点领域，对辖区内超市、
粮油店、 药店等重点经营场所
销售的米面油菜肉蛋奶、 药品

等重点民生商品开展价格检
查。检查是否存在未明码标价、
囤积居奇、 哄抬价格等价格违
法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
为。 检查中要求经营主体不得
擅自提高各类商品销售价格、
落实明码标价规定， 自觉维护
市场价格稳定， 营造良好的节
日消费氛围。

用监管防线严守安全 “生
产关”。 聚焦辖区内特种设备、
消防器材、燃煤气瓶、冬季取暖
产品、电动自行车、烟花爆竹等
容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重点
产品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
督促经营主体履行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建立台账、核对产品
质量信息等义务， 严查来源不
明、“三无”等问题产品，确保销
售质量合格的产品， 着力消除
安全隐患， 守牢守稳产品质量
安全底线。

截至目前， 共出动执法人
员 12 余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单
位共 40 余家，下发责令整改通
知书 5 份。

神河镇:把好“三关”
强化节前市场检查

春节临近，岚皋县年货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
在城区建设路上， 各家炒货经营店都早早地打开
店门，开启忙碌的“年底热销模式”。 其中，一家
名为“邹老三”的炒货店里顾客人来人往，生意格
外红火，3 名店员十分忙碌。

走进“邹老三”炒货店，只见 80 多平方米的
店面内，摆满各种炒货和干果，还有琳琅满目的各
类糖果。 一侧的墙壁上，“邹老三炒货”五个红底黑
字格外醒目。

“邹老三”大名邹学财，今年 49 岁，江苏省徐
州市人。 他于 2003 年来岚皋县开炒货店，一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邹学财由当初风华正茂的毛头小
伙子，变成了已生华发的中年汉子，“邹老三”招牌
也越叫越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如今，“邹老三”炒货店不但经营瓜子、花生、
南瓜子等炒货，还附带销售 100 多个品种的糖果，
以及部分干果。 每天早上 6 点半，“邹老三”炒货店
就会准时开门营业。

“他一开始炒瓜子、花生，街上的人都能闻得
到。味道香啊！ ”刘世聪是邹学财一条街上的邻居，
也是一位忠实顾客。 她经营的鞋店离邹学财的炒
货店几步之遥，年年春节瓜子、花生和糖果都是在
他家的店里选购。

刘世聪说，一到年底，除了县城居民会跑到这
里来买炒货， 连乡镇很多群众也会专门赶到这家
店里买，生意特别好。

“过年前和过年后的一个月生意最好了，昨天
一位家里准备办喜事顾客进店， 一连购买了近千
元的炒货和糖果， 我们几个围着这位大买主忙碌
了好一阵子呢！ ”店里的营业员说。

“马上就要过年了， 采办年货的人也多了，这
几天每天都有 2 万多元的营业额。 ”听到营业员夸
赞自家生意好， 邹学财乐呵呵地笑着回应。

在店里忙了一会儿， 邹学财转身走出店外接
着炒瓜子。 他说，自家的瓜子都是从是从内蒙古赤
峰和新疆进货，花生则是从吉林省采购，品质绝对有保障，而炒的
原味瓜子、水煮西瓜子、奶油瓜子、糖花生等都是他家祖传的独门
手艺，一年下来，在岚皋能出售的炒货约在 12 万斤左右。“邹老三”
家的生意为何这样好？他的秘籍有两个： 一是品质好；二是价格公
道。

“老板，瓜子和花生分别来上 5 斤和 10 斤。 ”说话间，店内又
走进几位顾客。 邹学财一边热情招呼，一边向他们介绍。 在品尝了
不同口味的瓜子、花生后，每人各选购几斤，接着又在店里购买了
心仪的糖果，这才满心欢喜拎着几大袋子走出了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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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近年来，市
农业农村局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以
“四级联创”为总揽，严格遵循“四个最严”
总要求，牢固树立“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的工作理念，不断完善从田间
到餐桌的食用农产品全链条监管措施，筑
牢每一道防线，探索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安康模式”。 主要食用农产品检测合格
率稳定在 98%以上， 未发生等级以上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确保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2023 年 10 月 27 日，安康市被农业农
村部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双覆盖”措施 让群众吃得安心

岁末隆冬，走进安康天瑞塬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只见公司内检员
正在给辣椒、丕蓝、茄子等蔬菜等预售蔬
菜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检验，在确定蔬菜检
测合格后，内检员给包装箱上粘贴专属身
份证———“陕西优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标签”及“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内检员胡科宏介绍说：“自 2015 年开
始实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和《陕西优
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双覆盖’工
作，公司严格按照：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基
础信息的要求，强化企业内控管理，加强
检测培训，每批次的产品，均开展检验检
测，并对销售产品，出具产品承诺达标合
格证，粘贴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 消
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看产品名
称、重量、产地、生产者及农药残留检测等

信息，达到明明白白消费。 ”
截至目前，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终端达到 1277 个，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管理单位达到 1499 个，累计使用
追溯二维码标识 4360 余万份，开具使用各
类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标识 1820 万余份。全
市所有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均实行承诺
制管理， 其中 85%的生产主体纳入信用管
理系统。

“标准化”建站 优化监管服务

针对食用农产品生产散户管理难度
大的特点， 市农业农村局结合群体实际，
在汉阴县创新性建成全省首个食用农产
品散户合格证管理服务站。

为方便群众，服务站设立在菜市场旁
边，站内设立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自助打印一体机，为散户生产主体开具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建立主体目录
台账，让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覆盖
主体最大化，做到来源明晰、责任可查。

汉阴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朱晓
玉说：“进入菜市场的菜农，首先要到我们
这里来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采用委
托检测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承诺达标的方
式，使其形成安全生产的意识，保证进入
市场的农产品是安全放心的。 与县市场监
管局无缝衔接，我们出具，他们查验，形成
市场倒逼机制，保证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有
据可查、安全可靠。 ”

为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我
市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设备、

有制度、有经费”的“六有”标准，积极推进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监管站建设。 汉阴
县创建星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监管
站，探索服务于基地、社区的共建模式。 通
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监管站建设，引
导辖区内企业大户开展自检和委托检测，
对辖区种植散户，提供食用农产品免费检
测。

“近年来， 汉阴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大力实施农产品产前产中
产后三位一体的全程监管，实现了县镇村
三级监管全覆盖，落实了农产品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程监管措施，保证了广大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汉阴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沈涛说。

在一系列严管措施的落实下 ， 全市
122 个涉农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达到
“六有”标准、14 个镇正在积极创建标准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 力争今年 6 月底
前涉农乡镇标准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站全覆盖。

“网格化”管理 实现监管无死角

为进一步延伸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链条 ，我市结合基层 “321 综合治理
模式 ”， 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
管，达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目
的。

岚皋县将监管责任进一步下沉至
村 ，建立 “县 、镇 、村 ”三级网格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模式 ， 并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 在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管人

员手机上 ， 安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APP，将日常的田间管理 、企业生产环节
等关键节点要素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 实时拍照上传至岚皋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大数据平台 ，实现对网格内人 、物 、
事的实时化 、动态化 、智能化监管 ，打通
了基层农产品质量监管 “最后一公里 ”，
实现了监管无死角。

多年来，我市扎实开展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市创建工作，致力推进品种培优 、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被收
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6 个 ，特质农品
31 个，“两品一标”认证登记 189 个。 全国
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试点实施主体
28 家，国家良好农业规范获证 10 家。 成
功创建省级绿色农产品标准化集成示范
基地 2 个， 市级绿色农产品标准化集成
示范基地 10 个。 全市标准化生产面积占
耕地总面积达 40%以上。 命名了 80 个市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管理标杆生产主体和 20 个市级农
产品生产经营质量安全诚信主体 。 截至
目前， 全市 8 县区成功创建为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 涉农镇办均实现了网格
化管理 ，明确一级网格员 92 名 ，二级网
格员 95 名，三级网格员 1673 名。 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 “安康模式 ”不断完善 ，农
产品质量安全 “双覆盖 ”管理经验 、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 、 农产品质
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得到农业农村
部 、省农业农村厅的肯定 ，多次在全国 、
全省经验交流。

“严 ” 字 当 头 护 农 安
通讯员 张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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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凤凰山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从 2018 年到 2024 年为务工人员发放劳务费 390 万元，购买原
材料 610 万元，购买机械设备 120 万元，带动 52 户脱贫，147 人受益，务工人员近几年收入人均 5000
元。 现有果园苗木 1300 亩，已成林 700 亩，2023 年底农产品创收 35 万元。 唐小明 文 \ 图

图图一一

图图二二

图图三三

图图四四 图图五五

图一：栽种苗木 图二：平整土地 图三：发放劳务费

图四：管护园区 图五：修砌围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