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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信心，需要让消费者知道，国产
奶粉的质量安全状况到底怎样？国产乳制
品与进口乳制品又有何差别？

要保证奶粉质量安全，首先要保证原
料奶的质量安全。“这至少要通过奶牛规
模化养殖，以及改善挤奶和冷链储运条件
来实现。”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李胜利说。

2008 年之后，我国奶牛养殖规模化
进程加快，规模化牧场和小区数量不断增
加，散户减少。比如河北省在 2010 年就
已实现全部奶牛规模化饲养，存栏 300 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率达到了 96%。李胜利
说：“规模化牧场的饲养人员专业素质
高、设施设备完善，管理和防疫科学，奶
牛健康水平较高，牛奶的理化指标和卫生
指标更能保证。”

从挤奶和冷链储运条件来看，2007

年开始，我国把挤奶、储存、运输设备作
为重要的农机设备，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李胜利说，目前，我国规模化牧场的机械
化挤奶率已达 100%。同时，相关部门一
直在强化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挤奶工
的培训，让他们熟练掌握现代化的设备，
严格按操作规程挤奶。在存储和运输环
节，很多乳业集团在奶罐运输车上加装了
GPS 和铅封系统，保证对原料奶运输的全
程监控。

5 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乳品行业的
治理整顿力度，从原料奶的生产、收购、
运输直至乳制品加工环节，都有严格的监
管措施。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检中心主任王
加启介绍，农业部从 2009 年开始实施全
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指标
从 2009 年 的 6 个 增 加 到 2013 年 的 13

个，涉及生鲜乳安全、卫生和质量等方
面；抽检样品从每年 1.3 万多批次增加到
2 万多批次，覆盖全国所有奶站和运输
车。4 年来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 7.7 万批
次 ， 检 测 结 果 表 明 ， 生 鲜 乳 中 三 聚 氰
胺、皮革水解蛋白等违禁添加物检测合
格率达到 100%。

“ 客 观 地 讲 ， 经 过 几 年 来 的 整 顿 发
展 ， 我 国 奶 业 整 体 素 质 得 到 了 有 效 提
升，总体呈现健康发展的态势。”中国奶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在某些方
面我们和奶业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种差距大多体现在养殖规模化和生
产效率上。从奶粉质量来看，并无明显
差异。”

“无论国产奶粉还是进口奶粉，只要
质量安全合格，就是好奶粉。”王加启
说，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依据

婴幼儿奶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对市售的国
产和进口婴幼儿奶粉进行抽查检测，并未
发现明显的质量差异。

王加启还提醒，各个地区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是根据当地婴幼儿的营养状况
配制，并不一定都适合我国的消费者。

“比如，2012 年日本的森永奶粉被曝碘
含量过低，仅适用于日本沿海地区的饮
食结构。”

消费信心缺乏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
可以解决。一方面，国内奶业正在苦练内
功，严保乳品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环
节的质量和安全。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正
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开展乳品质量安全评
估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而
消费者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我国奶业，理
性选择，理性消费，不盲目跟风，选择适
合自己的奶产品。

国产奶市场信心怎样提振
本报记者 张 雪

湖北春晖集团创建了“土地入股、农企
联姻、职业化管理、机械化作业、规模化经
营、全产业链打造”的“春晖模式”，在湖北
孝感市集中流转 12.3 万亩耕地，组建了农
机、农资、香稻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家
庭农场 30多个，发展订单农业近 40万亩。

破解撂荒难题

李洪清是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镇龙岗村
农民，他已在春晖集团当了 2 年多工人。

“每月工资 1500 元，跟城里工人差不多。”
李洪清说，他家原来有 4 亩多地，前年将这
些地的经营权全部入股“龙岗土地股份合
作社”，他本人被合作社聘为工人。

“前几年过完年就外出打工，家里没有
其他劳动力，春耕时差不多一半的田被撂
荒了，每年田里的收入大约有 3000 多元。
自从加入合作社，不用操心，春晖集团一亩
田给 360 斤稻谷，年底还有分红，每年田地
的收入近 7000 元，比以前多了一倍。”李洪
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011年，湖北春晖集团在三汊镇龙岗、
同 昶 等 8 个 村 建 起“ 龙 岗 土 地 股 份 合 作
社”。春晖集团以农机入股,农户和村集体
以土地入股,村集体控股 51%,春晖占股

49%,实行统一经营。此后，春晖集团又在
汉川、应城、云梦等地推广这一合作方式，成
为了湖北土地经营规模最大的“种粮大户”。

指着一大片刚刚机耕完的土地,龙岗
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龙岗村村支书刘
顺田对记者说，这片地离村庄远，前几年一
直没人耕种，有些地方草长得都看不见田
埂。“抛荒最严重的一年，村里 4200 亩土地
荒了近 2000 亩。跟春晖合作后，土地又都
种起来了，一年产粮 700多万斤。”

刘顺田告诉记者，参加合作社的农民，
能够拿到“六金”：“租金”，每亩 360 斤中籼
稻；“薪金”，100 元一天的劳动报酬；“管理
金”，田管员每月 1500 元；“股金”，年终按
股分红；“补贴金”，所有补贴都归农民；“机
金”，有农机设备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有另
外一份收入。

集约化促增产

和李洪清一样，埠镇村村民刘桂芳也
受聘于春晖合作社，每年正月十五后，老刘
到春晖农科院接受培训，早稻插秧后，老刘
和另外一位村民就成为 500 亩土地的“大
管家”。

两个人管理500亩地，忙得过来吗？对

记者的疑问，老刘说，合作社基本做到全程
机械化作业，统一育秧、统一机耕、统一机
插、统一机防、统一灌溉、统一收割，机插率、
机收率达到100%。

老刘家有 4 亩多地，没有入股合作社，
老刘选择的是合作社提供的“菜单式”服
务，从春耕到收割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

“外包”给合作社。“育秧 15 元一亩，机插 60
元一亩，又快又好。”刘桂芳说。

在三汊镇的龙岗村和埠镇村，记者看
到，小田变成了大田，整齐划一；拥塞不堪
的沟渠畅通了，拓宽了，成为“U”形灌溉水
渠；泥泞不堪的田间小道，硬化成了 3 米宽
的水泥路。

“合作社现有 886 台套机械，机手 212
人。这些机手以前大多是农民，合作社统
一培训后上岗，一年只需工作半年，收入 4
万元，农闲时，还能出去打零工。”农机专业
合作社常务副理事长詹清卯说。

詹清卯告诉记者，原来小田时，只能
人工插秧，插一亩要个把小时，改成 30 亩
至 50 亩的大田后，使用机械插秧一亩只
需 20 多分钟。“过去，农民种地肩挑背驮，
一般只种一季中稻。现在全程机械化，一
般都是种双季稻或者稻麦轮作，粮食产量
增加了一倍。”

拉长农业链条

在春晖农科院，正做着育秧测试的农
科院院长王文向记者介绍这里的先进设
备：“棚内有 30 万元一台的催芽机，可以提
高出芽率及出芽质量。育秧工厂 7 天可出
一批秧，每批可满足 5000亩地的需要。”

育秧备耕的同时，在春晖优质稻产业
园，两条日产 300 吨的精米生产线正在紧
张生产，这两条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3 个人就能控制生产全过程。“这仅仅是稻
谷深加工的一期工程。”春晖米业公司经理
袁长顺介绍说，占地 240 亩的春晖粮食深
加工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除了提高粮食
加工能力，还将生产米胚油脂、工业用葡萄
糖浆、大米蛋白粉等大米衍生产品。

从工厂化育秧到粮食全程机械化种
植、粮食存储、稻米加工销售，春晖集团已
经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全产业链，稻谷年加
工能力 400 万吨，粮食储备库收储能力已
达 4.3亿斤。

春晖集团董事长谭伦蔚告诉记者：“农
业种植环节的效益目前还很低，所以做好农
产品深加工、生态农业开发、仓储物流等环
节,现代农业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探索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湖北孝感“春晖模式”调查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叶雨晴

种子作为重要农资，关乎农民利益，也关系着国家

粮食安全。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迅速，育成品种数量

成倍增长的同时，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日益加大，

种业市场规范很多。然而，仿制、“套牌”等假冒侵权行

为依然屡见不鲜，亲本材料丢失时有耳闻，保护好种业

知识产权已成为我国种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业内人士表示，假冒侵权现象频发，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种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

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种子研发是一个需要长期、

大量、持续投入的过程，假冒侵权种子一旦流入市场，

不仅会给种植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也严重打击科

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研发积极性，更会影响我国商业

化育种体系的建立，阻碍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

实际上，假种子只是侵犯种业知识产权的一种形

式。种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主要以植物新品种权和农业

生物技术专利为主，还包括商标权、商业秘密权、著作

权、地理标志等。而人们往往容易关注假种子的危害，

对种业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尤其与跨国种

子公司相比，我国许多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重成果、轻

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相对薄弱。

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

创新和投资创新最有效的手段，而公平、开放、诚信的

良好市场环境使企业能够获得创新最大收益，不仅免

除了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后顾之忧，保护了大公司的

利益和投资育种研发的热情，促使企业自觉提高产品

质量，以获得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当前，种业发展已呈现出围绕科技创新和知识产

权来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因此，全面提高种业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我国种业发展的迫切

要求。

事实证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需多方共同

努力。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法规，整合品种保护与品种审

定的相关法规，规定品种通过审定即获得品种权，从而

对育种者的创新实行有效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支持

和鼓励种子企业维权，加大对新品种保护的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在

种子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发挥种子协会作用，压缩

不诚信企业的生存空间，规范企

业和个人行为、加强企业和个人

自律。

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不单单

是保障农民和科研单位、育种企

业的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利益，不

容忽视。

重成果也要重保护
吉蕾蕾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日前，福建省出台了《关于
加快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创新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重点
实施创新农产品交易模式、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
抓好市场规范化建设等 11 项任务，优化鲜活农产品流通
链条和市场布局，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根据《意见》，福建省将选择一批管理规范、运作良
好、示范性强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发展
连锁门店和电子商务，扩大鲜活农产品网上交易规模，激
发传统农产品流通企业创新转型，形成以农批对接为主
体、农超对接为方向、直销直供为补充、网上交易为辅助
等多种产销衔接的流通格局，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引入
拍卖等现代交易模式。

福建鼓励鲜活农产品网上交易

本版编辑 刘 佳

5 月 1 日，在山东省无棣县佘家镇观音堂村，大型机

采棉播种机正在作业。 蒋惠庆摄

 



























































 今年以来，一些国家对购买婴幼儿奶粉采取限购措施。与此同时，我国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

心不足——

本报讯 记者刘慧报道：中国农村发展政策论坛日
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 30 余位农业经济学家、政府
官员及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围绕我国农业与农村政策、农
村经济增长、农业贸易及农村劳动力等诸多问题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地研讨。

专家认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虽然有了大幅度
提高，但是农业经营仍然面临着挑战：农产品刚性需求与
农地、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产品生产成本上
涨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矛盾加大；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加
大，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难度也在加大,我国农产品贸易政
策调整应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新的贸易格局。

中国农村发展政策论坛举行中国农村发展政策论坛举行

“今年苗情好，眼下主要是加强中耕
锄划、增温保墒，适当推迟浇灌春一
水。”近日，记者在河北省永年县小北汪
村北的麦田里遇到邯郸市农业局高级农
艺师毛卫东，他正在为几十位村民讲解
小麦春管技术要点。像毛卫东一样，从
2 月开始,邯郸市已经有 1500 名农技人
员进入农业生产一线，面对面、手把手
为农民开展技术服务。今年，邯郸市推
出棉麦“双丰”高效种植工程，计划利
用 3 年时间投资 6000 万元在棉区推广春
棉、小麦间作套种 100 万亩，预计每亩
平均纯增粮食 800 斤、效益 800 元，实
现全市每年纯增粮食 8亿斤、纯增效益 8
亿元的“双八”目标。

邯 郸 是 我 国 重 要 粮 棉 主 产 区,
2012 年小麦、玉米两熟平均亩产达到
1001.2 公斤，总产 560.1 万吨，在河北
率先建成“吨粮市”，被财政部、农业部
列为全国 5 个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试点
市之一。在推进全国整建制粮食高产创
建的基础上，邯郸再次制定新的发展目
标，把向棉田要粮食作为“后吨粮市”
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棉麦“双
丰”高效种植，实现粮食增产、棉田增
效、农民增收。

邯郸市农业局局长暴常青介绍，棉
麦间套模式是一项较为成熟的增效技
术，2012 年，邯郸市推广棉麦间套种植
3 万亩，小麦平均单产 800 斤，平均亩
产籽棉 500 斤，比单种棉花亩增效益
800 元。邯郸常年棉花种植面积约 200

万亩，以往都是单季播种，如果全面推
广棉麦间作套种，将会在保持棉花基本
不减产的基础上增加粮食 16 亿斤，相当
于增加良田 100 多万亩。邯郸制定规
划，今年推广棉麦间套 20 万亩，2014
年推广 50万亩，2015年推广 100万亩。

为推广棉麦间作套种，邯郸将继续
实施市、县财政列支专项资金扶持政
策，整合各类农业项目资金，集中向土
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倾斜，向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机和病虫害专业服务组织倾
斜，向现代农业和标准化示范区倾斜。
同时，继续开展以“百名专家驻村、千
名技术人员包方、培训百万科技示范
户”为主要内容的“百千万”活动，组
织 15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在田间地
头开展“零距离”服务；以部级万亩高
产创建示范片为重点，强化示范方基础
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创新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启动建设 200 个跨
乡镇农技推广区域站，逐步建立功能完
备、服务齐全、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
农技推广体系。

目前，邯郸已在曲周、肥乡、邱县
等棉花生产重点县建立了 20 个棉麦间套
种植标准示范方，实行“统一品种、统
一整地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械收获”
的技术服务。邯郸市市长回建说：“今年
粮食生产的政策不变、力度不减，‘三
农’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力争走出一条
农田长青、棉粮‘双丰’之路。”

力争 3 年后粮食增产 8 亿斤

邯郸推广棉麦“双丰”工程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赵晓清 刘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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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赵晓清 刘剑英

5 月 1 日，市民在北京大兴区东辛屯村的迷你家庭农场里查看心仪的地块。当日，

一场“最美乡村生活”拍卖活动在东辛屯村举行，东辛屯村公开拍卖迷你家庭农场首

批耕地的 1 年使用权。市民在竞拍成功后可以在小农场的土地上耕种自己喜爱的蔬菜，

并享受村里提供的餐饮、住所、菜地辅助管理等配套服务。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