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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10%
的耕地和6%左右的淡水资源，
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这
个巨大成就的背后，也付出了很
大的代价。一方面，农业资源长
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利用的
弦绷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农
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态系统
退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
越接近极限。农业发展面临资
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
咒”，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
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以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
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转变
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
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推动农业
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
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靠
物质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创
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由依
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可
持续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
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意味
着放松粮食生产，不能削弱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把增强粮
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确
保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夯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基础。同时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思路上作出了相应调整，
主要是推动粮食生产由注重年
度产量向稳定提升粮食产能转
变，实现“产量稳定”、“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产量稳定”就是要集中力
量千方百计把最基本最重要的

谷物、口粮保住，在此基础上，统
筹兼顾棉油糖、“菜篮子”等重要
农产品生产。“藏粮于地”就是加
快建设高标准农田。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平台，整合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等，统筹使用、集中力量开展
建设，到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
准农田。“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
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水平的内涵
式发展道路。

转方式，核心是发展多种形
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即在稳步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基础上，各地要采
取财政奖补等措施，扶持多种形
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引导
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
有条件的地方在坚持农地农用
和坚决防止“非农化”的前提下，
可以根据农民意愿统一连片整
理耕地，尽量减少田埂，扩大耕
地面积，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具体而言，就是在三方面努
力：一是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
式。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
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承包农户
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
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
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
进其转移就业等。

二是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
模。土地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
好，应当有一个适宜的范围，要
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据测算，
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务农
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
收入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
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10~15倍
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

三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提升规模化水平。
鼓励发展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
系，又保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
模式，鼓励种粮大户、农机大户
和农机合作社开展全程托管或
主要生产环节托管，实现统一耕
作、规模化生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
姓愈发关注“舌尖上的安全”。
农业部将坚持产管并举，力求做
到“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
两手硬。

在生产源头上，加快标准制
定，推进标准化生产，力争5年
内全国“菜篮子”主产县生产基
地基本实现按标生产；强化投入
品管控，推进绿色化生产；落实
生产者责任，推进规模化生产；
建立追溯体系，推进品牌化生
产。以生猪等“菜篮子”产品为
重点开展追溯试点，力争5年内
大部分合作社、龙头企业实现可
追溯。

在监管层面，既要加强执法
监管，实施专项整治，也要创新
监管模式，推进社会共治。开展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
动，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积极探
索有效监管模式。

本期
专家

刘秀梅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顾问、研究员
王守伟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教授级高工
徐幸莲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教授，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淑敏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李贺楠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工程师

专家解读（之三十六）

一、背景信息

近期，加拿大和美国召回可
能被肉毒杆菌污染的肉酱、鱼罐
头等产品，再次引起大家对肉毒
杆菌的关注。在既往解读饮料中
肉毒杆菌污染基础上，本期解读
肉制品肉毒杆菌污染。

二、专家解读

（一）罐装和家庭自制的发酵
肉制品属于易被肉毒杆菌污染的
食品。

肉毒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即
在缺氧环境下才能繁殖、生成芽
胞、产生毒素，芽胞具有一定耐热
性，肉毒毒素具有耐酸性，因此，
低酸性罐头食品（含铁罐、玻璃
罐）及家庭自制的密封腌渍食物
是易被肉毒杆菌污染的食品。

（二）我国已制定食品中肉毒
杆菌及其毒素的相关检测标准。

鉴于肉毒毒素的可能危害

性，其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
重视，美国和欧洲每年均会发布
关于该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美国于1973年制定了低酸性食品
罐头的良好作业规范（GMP），对
低酸性食品罐头实行严格的加热
杀菌管理，减少可能存在的肉毒
杆菌污染风险。

我国对于密封罐头等可能存
在肉毒杆菌污染风险的食品，其
微生物要求均为“应符合商业无
菌”，并制定了相应肉毒杆菌及肉
毒毒素检验方法标准和食物中毒
诊断标准。

（三）企业应主动依法召回“可
能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的食品”。

根据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
报道的四起食品召回事件并不是
由于肉毒杆菌导致食源性疾病暴
发后的行动，而是在调查监测中发
现问题和潜在风险（可能存在肉毒
杆菌污染）后，生产企业的自愿召
回行为，属于对社会的食品安全风
险预警和对消费者的健康保护。

三、专家建议

（一）食品生产经营者应认真
遵守我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
召回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落实
召回责任。食品生产者通过自检
自查、公众投诉举报、经营者和监
管部门告知等方式，知悉其生产
经营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
应当主动召回。企业经营者应配
合食品生产者的召回工作，因自
身原因所导致的不安全食品，应
在其经营范围内主动召回。对应
当主动召回，而未主动召回的，监
管部门可以责令召回。

（二）消费者应主动关注企
业和监管部门发布的召回信息，
不要食用列入召回名单的食品，
避免可能的食品安全风险。此
外，自制发酵食品尤其要注意防
控风险，选择食材原料、水、容器
等要注意卫生，最好少量制作，
短期食用。

农业转方式 不意味着放松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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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近期问题不断：先是福
成五丰有机牧场因违规饲料添加剂
被撤销有机认证证书，随后天津市消
协在13种有机蔬菜中检出9种存在
百菌清农残，涉及“北菜园”、“翠京
元”等多个知名有机品牌，有机认证
“危机”一下子又回到了公众视野。

对比发现，中国有机产品标准与
欧盟、美国差别并不大，在一些详细
条款上甚至要求更严。一位参与制
定《有机产品》新国标的专家指出，当
初之所以按最严标准制定国标及认
证管理办法，为的就是整肃市场，提
振有机产品消费信心。

然而如果只有严格的标准，没有
严格的监管，那么有机认证食品生产
就会沦为一种道德风险较高的行
为。在缺乏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在
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过程中，面对如
此严格的标准，依然“假有机”横行，
老百姓能否吃得上真正的有机食品
更多地要维系在企业的良心之上。

2014年4月1日，“史上最严”的
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正式
实施，明确各地质监部门负责有机认
证企业的监管，而认证机构应当对其
认证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实施有
效的跟踪调查。但业内人士透露，认
证机构大多平均一年到企业审核一
次，且每次审核都会进行提前通知。

资料显示，中国是亚洲有机农业
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有机产品进口
额呈增长态势。事实上，我国的有机
农业面积与有机农业大国美国相当，
但在通过美国官方认可的80多家认
证机构中，尚无一家中国企业。

从长远来看，树立中国有机认证
的权威性，不仅关系到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有机食品消费信心的树立，也
关系到我们的有机农业能否顺利走
出国门。

□ 郭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