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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无公害农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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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无公害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剖析了开封市无公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阐
述了无公害农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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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的发展，除了依靠

农业技术的进步，复种指数的提高和灌溉面积的扩

大以外，化肥和农药等化学品亦有大量使用，但同时

带来的农业环境污染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

突出。为提高开封市农业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业迫在眉睫。

１　开封市发展无公害农业的必要性

１．１　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无公害农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使农业生产不仅要保障量的

供给，而且要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质的需求。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产品中农药残留、亚硝酸盐和重

金属等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存在着安全隐患。目前，
人们对消费无公害农产品的意识大大增强，迫切需

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

农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消费的需求。

１．２　农产品出口创汇离不开无公害农业

开封是一个农业大市，由开封市统计局资料可

知，２０１０年农产品出口创汇４　０００万～５　０００万美元

左右，占全市 出 口 创 汇 的２０％。近 年 来，国 际 食 品

法典 委 员 会 制 定 了 严 格 的 农 药 最 大 残 留 量 标 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简称 ＭＲＬｓ），上市农产品

的农药残留含量不能超过 ＭＲＬｓ，在 国 际 农 产 品 贸

易中，农产品被检测出“违禁成分”而被退回的事情

屡屡发生，已经制约了开封市的农产品出口。如开

封大蒜种植面积３．３３万ｈｍ２，总产达６２　５００万ｋｇ，
年出口量６００万ｋｇ，仅占总产０．９６％。所以，只有

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不断提高开封市农产品质量，
才能实现开封市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重大突破。

１．３　无公害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

代人需求，其关键是不破坏生态环境和耗竭自然资

源。发展无公害农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既可

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据调查，无公

害农产品比普通农产品销售价高０．１元／ｋｇ左 右，
表１），又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 续

发展，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双赢”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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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无公害胡萝卜与普通胡萝卜经济效益比较

栽培方式
农业投入品／
（元／ｈｍ２）

总产量／
（ｋｇ／ｈｍ２）

商品产量／
（ｋｇ／ｈｍ２）

商品率／％
单价／
（元／ｋｇ）

纯收益／
（元／ｈｍ２）

普通的胡萝卜 ４００　 ４　１００　 ３３４２　 ８１．５　 ０．９５　 ２　７７５
无公害胡萝卜 ４５０　 ４　３００　 ３９９６　 ９２．９　 １．０５　 ３　７４６

２　开封市发展无公害农业的可行性

２．１　林业生态市建设为发展无公害农业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条件

开封市自２００８年创建林业生态市以来，在森林

资源培育、森林资源管理和林业产业等各项林业工作

取得了可喜成绩，据统计，共完成农田防护林２．１３万

ｈｍ２，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９２％；治沙造林面积０．７３
万ｈｍ２；村镇绿化造林面积０．６１万ｈｍ２；绿化廊道造

林面积０．５７万ｈｍ２。尉氏县、兰考县已经成功创建

林业生态县。目前，全市林木覆盖率达到１８％，平原

绿化工作走在了全国先进行列。林业生态市建设有

效地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为发展无公害农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２．２　无公害产地认定产品认证为发展无公害农业奠

定了基础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是无公

害农业的重要环节。据开封市农产品监测中心调查

统计，开封市无公害认证工作，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

有了较快的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１０６个，产品１５３个，面积６．３８万ｈｍ２。其

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共计发展无公害基地３８个，认证无

公害产品２３个，面积２．６４万ｈｍ２（粮食类１万ｈｍ２、蔬
菜类１．１万ｈｍ２、水果类０．５４万ｈｍ２）；２００７年发展无

公害基地２２个，认证无公害产品３１个，面积１．４万

ｈｍ２（粮食类０．８１万ｈｍ２、蔬菜类０．５３万ｈｍ２、水果类

０．０６万ｈｍ２）；２００８年发展无公害基地２０个，认证无公

害产品３１个，面积１．４１万ｈｍ２（粮食类０．４４万ｈｍ２、蔬
菜类０．４８万ｈｍ２、水果类０．４９万ｈｍ２）；２００９年发展无

公害基地１７个，认证无公害产品３４个（图１），面积０．８
万ｈｍ２（粮食类０．３万ｈｍ２、蔬菜类０．３万ｈｍ２、水果类

０．２万ｈｍ２）；２０１０年发展无公害基地９个，产品３４个，
面积０．１３万ｈｍ２（粮 食 类０．０３万ｈｍ２、蔬 菜 类０．０８
万ｈｍ２、水果类０．０２万ｈｍ２）。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开封市无公害认证工作初

期发展较慢，自２００７年以后发展迅速，尤其是近３ａ
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数量，比前几年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 无 公 害 基 地 的 面 积 仅 占 全 市 可 耕 地 面 积 的

１６％，由此可见，开封市无公害基地发展潜力巨大，

无公害农产品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无公害基地、农产品数量

２．３　健全的农产品质检体系为发展无公害农业提

供了保障

从２００３年起，开封市先后通过市、县（区）编制

委员会审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有６个，其

中市级农产品质检中心１个；县级农产品质检站５
个。全供编制８５人，其中市农产品质检中心２５人，
县农产品质检站共６０人。目前，全市的“两级三层”
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正在逐步建设完善之中。
第一级第一层是市中心，负责全市农产品质量检测

和市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专卖店、配送公司

的日常质量监测检验工作；第二级第二层是县农产

品质量检测站，负责所辖区域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质量监 控 和 检 测，以 及 辖 区 内 的 农 贸 市 场、超

市、专卖店等农产品质量检测工作；第三层是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专卖

店的农产品质量自检室，负责质量自检。逐步健全

的农产品质检体系为开封市发展无公害农业提供了

监测保障。

２．４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发展无公害农业创造

了广阔的市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无公害农产品

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全市无公害农作物种植面积

６．３８万ｈｍ２，且呈 加 速 发 展 之 势，仅 供 应 香 港 的 无

公害蔬菜基地就有３个。另外，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
农业及农产品生产面临新的挑战，国际市场特别是

欧美一些国家，对进口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控制标准

越来越严。因此，国内国际广阔的市场需求，将有力

地推动开封市无公害农业的发展。

３　开封市无公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农作物复种指数的提高（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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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农作物复种指数２０２）以及追求高产量，农作物

病虫害加重，农药使用量增大，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超标，制约了无公害农业的发展。据调查，使用高

残留农药、施药剂量大、施药频次高、不按药效安全间

隔期采摘，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的主要原

因。另外，土壤中农药残留累积严重也是造成农产品

污染的重要因素。

３．２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工作滞后

目前，我国仅制定了１８２种农药，６４２项残留限

量（其中国标１３６种农药、４７９项限量标准，农业行业

标准４６种农药、１６３项限量标准）。而我国已登记农

药６４７种，常用农药近３００种左右，使用农药的作物

近２００种左右，大部分农药和作物未制定农药残留限

量标准。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作物分类上与

国际标准相比过于简单。这不利于无公害农产品检

测工作的开展。

４　开封市无公害农业的发展对策

４．１　建全无公害农业的管理机构

一是在全市尽快建立健全无公害农业的管理机

构，强化对无公害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及销售全过程

的监管，从组织上保证无公害农业的顺利发展。二是

实行各 级 政 府 领 导 负 责 制（菜 篮 子 市 长、县 长 负 责

制）。三是加快开封市农产品安全的质量追溯、质量

承诺及信息发布等制度。四是出台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补贴（每 认 证 一 个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财 政 补 贴３　０００
元）、基础设施投资等扶持政策，对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的生产者、企业和营销者，从税收上给予减免，以调动

社会各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的积极性。

４．２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无公害农产品档次

一要坚持培育与引进并重的方针，加速高产、优
质、专用、抗逆性强的农业新品种。二要扶持农业科

研机构，改善科研手段，解决无公害农产品发展的技

术“瓶颈”。三要鼓励开发推广生物农药、生物肥料，
从源头提高农药市场准入的标准和要求，鼓励安全、
高效和环保产品开发，加大高毒、高风险农药生产和

使用的管理，积极推进综合防治技术的应用。四要鼓

励科研院校、农业部门采取技术入股、科技对接等形

式，面向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有针对

性地开发、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

４．３　抓好宣传培训

无公害农业是一项新生事物，目前社会认知程度

不高，因此，加大无公害农业的宣传培训，使人们充分

认识到发展无公害农业的重要性十分必要。首先，要
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无公害农业是保

护环境、维护人类生存空间生态平衡的需要，是农业

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政府推动的公益性事业；
其次，要大力开展市、县（区）、乡（镇）各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检查员的培训，市级检查员不少于５名，县
级检查员不少于３名，乡级检查员不少于２名，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查员总数达到２１０名以上；同
时，还要对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内检员培

训，使每个无公害基地拥有１～２名内检员，全市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内检员总数达到１５０名，确保无公

害农业的健康发展。

４．４　严格生产监管

为确保向社会提供安全农产品，必须加强对无公害

农业的生产监管工作。具体要监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
是抓好无公害生产基地建设，不断扩大无公害基地的

规模，充分满足社会需求；二是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
建立农业投入品禁用、限用公告制度，严厉打击制售和

使用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行为；三是推行标准化生产，
指导农产品生产者严格按照无公害标准组织生产。

４．５　实行产业化经营增加规模效益

一要通过技术改造，以高科技发展壮大一批现有

龙头企业。二要用新的机制改组和组建一批有技术

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辐射带动能力的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三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

无公害农产品加工业，开发特色产品和出口创汇产

品，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四要鼓励和

支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挥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作用。

４．６　开展市场准入工作

一是加强质量检测，严把质量关。上市销售的农

产品需提供无公害证书或检验报告。不能出具有关

证明材料的不准进入市场销售；二是农产品批发市

场、商业零售单位等应对其销售的农产品进行自检，
同时应主动接受农产品质检部门的抽查。自检和抽

检不合格的，不得销售，并进行无害化销毁；三是鼓励

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大型超市设立无公害农

产品专销区或专柜，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设立无公

害农产品专业市场、专卖店或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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