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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一版）全市秸秆产量约为652万吨左右，虽然采用秸秆
综合利用，但仍有约130万吨左右秸秆田间焚烧，家庭烧柴约
360万吨左右，给环境带来污染。三是养殖业方面污染，据2013
年底统计，全市肉牛发展到34万头，奶牛量达18万头，生猪270
万头，羊460万只，其它肉鸡、蛋鸡约50万只左右。全年产生粪
便约为65万吨，尿液45万吨。这些禽粪便通过沼气池发酵后的
沼渣沼液，农户散养畜禽粪尿及少部分规模养殖场露天等待处
理的粪肥，经雨水冲淋和地表径流空气挥发所致。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开展农业污染源防治工作。一是抓
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源头控制。推广农业废弃物循环综合利
用，减少废弃物污染；采用配方施肥、化肥深施、施用有机肥
和沼肥等技术，减少化肥施用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生物农药，减少农药使用量和残留量；推进畜牧业、渔业
健康养殖，实施养殖业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和
污染监管，减少畜禽粪便和水产养殖污染。强化监测。利用现
有的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测点，重点开展嫩江、洮儿河等重点
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定点监测，掌握农业面源污染变化趋势。二
是推进农业生态建设。推广“种植+养殖+沼气”三位一体为
农业产业模式。利用秸秆综合、畜禽粪便制取沼气，用沼渣、
沼液还田肥地，改良土壤，形成绿色有机、循环经济、低碳生
产的农业生态发展模式。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推广节水农业技
术，完善农田灌溉设施。实施中低产田改造，推广科学施肥、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促进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有机农业
发展。三是保护农产品产地环境。开展产地环境监测。对优势
农产品区域、大中城市郊区“菜篮子”基地等，重要农产品产
地以及工矿企业区周边、污水灌区、大中城市郊区等重点区
域，采用大尺度网格布点方式，进行产地环境安全状况调查监
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数据档案，对农产品产地实行分
级分类管理。推进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监管。在本辖区开展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和产地认定，初步形成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地认定标
准体系和工作体系，建立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全
面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四是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
系。建立监测网络。在全市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农产品产地环
境等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动态监测，及时掌握面源污染及产地
环境安全变化动态，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信
息网络。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农业生态环境属性数据库和空
间数据库，对调查、监测数据及时更新、汇总和分析。建立风
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建立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农业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模型，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科学预警监测和报告，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加大农业投入品监管。年初以来，白城市在农资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中，以甲胺磷等禁用高毒农药和克百威等限用农药为
重点，开展农药残留超标隐患排查和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
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违法违规使用高毒禁限用农药
行为。共检查农药经营门店387家，检查市场43个，印发宣
传资料0.58万份，立案查处4件，有效地遏制了违法违规使用
农药的行为，确保了农业生产用药安全。

加大食用农产品溯源管理。为了抓好食用农产品生产源

头，白城市开展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
基地排查登记工作，依法建立和完善了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
同时，加强食用农产品生产过程监管，严肃排查使用禁用农
药、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药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伪造、冒
用、超范围使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标志6
次，检查蔬菜基地27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14个，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基地43个，为推进食用农产品溯源管理工作打下
了坚实基础。

加大蔬菜水果农药残留检验检测力度。为了抓好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出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单位监管，主要
检查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三品”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生产
企业、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监测这些企业生产的芹菜、韭
菜、豆角、油菜、普通白菜等高风险蔬菜等品种有机磷和氨基
甲酸酯类等禁限用高毒农药在蔬菜中残留，年初以来，抽取基
地蔬菜样品152个，合格率为100%；抽取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超市蔬菜样品2825个，合格率达98%以上；抽取水果样
品402个，合格率均达100%。重点对“元旦”、“春节”、

“五一”等节假日期间监测，有效保障广大群众餐桌安全，增
强消费信心。

加大蔬菜棚膜园区建设。加强棚膜园区建设是发展食用农
产品生产有效载体。截至目前，全市棚膜经济面积已累计发展
到7.42万亩，其中，大棚5.92万栋，面积5.32万亩；温室
3.49万栋，面积2.094万亩。建设了以金塔集团棚膜标准化种
植园区、洮南市安定镇万宝山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大安市农业
科技示范场、洮北区平台镇红塔村雪寒韭菜、洮北林海一农场
移动式大棚香瓜园区等为代表的棚膜蔬菜生产基地（园区）
77个。棚室生产项目主要有蔬菜、瓜果、食用菌和畜禽养殖
等，2013年，全市棚膜经济实现产值15.01亿元。其中，棚膜
蔬菜面积4.8万亩，总产量11万吨，产值9.6亿元，棚室香瓜
1.68万亩，总产量5.88万吨，产值2.58亿元；水果棚膜面积
621亩，总产量631吨，总产值713万元；食用菌209亩，总
产量0.324万吨，总产值925万元；畜禽养殖棚膜面积1500
亩，年出栏15万头（只），产值1.2亿元。常年每亩暖棚纯收
入3万元至3.5万元，每亩冷棚纯收入1.5万元至2万元，远远
超出了大田的经济效益。

促进蔬菜农产品生产基地转型升级。目前，白城市已经建
立国家级和省级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各1个，建立国家
和省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11个，面积18.45万亩。获得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的无公害蔬菜1种，获得吉林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的无公害蔬菜10种。2013年，上报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害蔬菜27种。

“三品一标”产品认证和产地规模壮大。截至2013年年
底，白城市有效使用有机产品证书的产品117个，有效使用绿
色食品证书的产品26个，有效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产品
199个，白城绿豆、洮南辣椒等7个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全市共建设和完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95万亩，有
机食品生产基地26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100万亩。
全市获得有机食品标志企业37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企业12
家。获得无公害农产品标志企业49家。

建设全国食源性食品安全生产基地 白城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