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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下午，首农集
团双河农场副场长朱兴华出
席第十四届中国食品安全年
会专题论坛并发言。朱兴华
介绍，北京双河农场位于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场地
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
嫩平原上，土地连片肥沃、灌
溉水资源丰富，地上、地下仍
然处于原生状态。北京市政
府确立了把农场建设成“三
个基地”的定位，即北京市重
要的商品粮应急供应保障基

地；绿色、安全、有机农产品
生产与特供基地；现代大农
业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农
场提出了打造“种植业、养殖
业、加工业”三个主业，构建
“农业科技、市场营销”两个
支撑的主体工作思路，特别
是在水稻种植、加工及大米
营销过程中，把保证大米的
品质和安全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确定了从品种
选定到百姓餐桌的“全产业
链”的经营发展战略。实施
了统一品种、统一催芽、统一
育秧、统一插秧、统一作业、
统一储藏、统一加工、统一销
售“十统一”的产前、产中、产
后管理模式。在水稻安全种
植上，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部
分的工作：

一 是 扩 大 水 稻 种 植 面
积。双河农场种植面积从
2012年的不到12万亩发展到
2016年的19.3万亩，年生产稻
谷11.6万吨，2017年农场的水
稻种植面积将达到23.5万亩，
占作物种植面积的60%，预计
年可生产稻谷14万吨，生产

优质安全大米近10万吨。
二是规范选择水稻种植

品种的程序。在水稻品种选
定上，建立了“试验—示范—
繁育—推广”工作体系，确定
了“有序引进、集中试验、多
点示范、直接推广”的工作宗
旨。农场投资近200万元，建
设了一个占地 200多亩的标
准化农作物良种试验基地，
基地每年种植 120多个具有
二级优质米以上标准的水稻
新品种（品系）。在生产队布
置点面积在100亩左右的3个
示范点，示范3个在生产上有
应用前景的品种。对示范通
过的前景品种进行繁育3千
亩，每年繁育水稻生产 3000
亩，保证了水稻生产用种的
质量。目前，全农场有8个水
稻主栽品种。

三是提到了水稻浸种催
芽的装备和技术水平。农场
2013年投入 1200余元，建成
了一座占地面积3600平米的
水稻智能化浸种催芽车间，
可满足24万水稻地对芽种的
需求。该技术的应用不仅减

少了种子的浪费、减轻了劳
动强度、降低了劳动成本，更
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浸种
催芽的质量，这为秧苗素质
的提高、产量的增加、品质的
改善打下了基础。到 2016
年，农场累计应用该技术的
水稻面积已达到50.6万亩，直
接为种植户降本增效 4250.4
万元。

四是采用模式化育秧技
术，提高秧苗素质。为了最
大程度地发挥智能化浸种催
芽的技术效果，农场建设了
近20个集中育秧小区，共计
700栋标准化的育秧大棚，于
2015年投入使用。每个育秧
小区根据统一播种、统一管
理的原则，实行统一育秧。

五是加强科学化的田间
管理。为了推进水稻种植规
范化、标准化和科技化的管
理，在水稻生产上，贯彻落实
了《水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为主要内容的水稻模式化栽
培技术，细化了《水稻农时管
理考核办法》，严格农时界限。

六是全面落实水稻绿色

种植的各项标准和要求。目
前，双河农场的水稻全部通
过绿色食品的认证。2014年
以来，农场每年都要对《绿色
食品种植管理规程》《绿色食
品田间种植档案》等文件进
行修订，并下发到所有的种
植户手中。这些举措在约束
种植户行为的同时，也确保
了绿色食品的质量。

七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应用实现全覆盖。2014年农
场投资近110万元，组建了土
壤营养元素分析实验室。到
2016年，农场累计实施测土
配方面积25.9万亩，减少化肥
用量1942.5吨，减少化肥投入
近400万元。

八是科技服务网络体系
架构已基本建成。农场农科
所、京隆兴双公司、农业办公
室在科技试验、示范、推广工
作中“三位一体”的主体作用
得到逐步发挥。同时与一些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起
较为密切的合作和协作关
系，为双河农场水稻种植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依托。

首农集团双河农场副场长朱兴华：

建设首都优质安全大米生产基地

11月19日下午，第十四届
食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在京召
开，百度外卖副总裁、食品安全
委员会主席田井泉出席并发
言。

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
心）发布的信息,2016年上半年
中国网络外卖用户达1.5亿,市
场规模有望超过760亿元，网
络外卖市场正在进入成熟期。

目前中国市场是百度外卖、美
团外卖、饿了么三大平台。

百度外卖是 2014年 5月
20日上线,520一个寓意美好的
日子,运营近3年,目前已覆盖
20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突破
6000万,日订单达200万。在
城镇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消
费能力提升、互联网催生的“懒
人经济”、人民日益加快的生活
节奏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等因
素的驱动下，2019年整个在线
餐饮外卖市场大盘有望达到
2200亿，因此带来的网络餐饮
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无论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平台、媒体和用户都十分重
视。

去年10月1日，我国颁布
了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
今年10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颁布了《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明确了
餐饮外卖平台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也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

共治”的理念，让餐饮外卖平台
有法可依，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也加强了对平台的监管力度，
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服务
质量。

百度外卖上线之初就确定
了“聚焦白领市场，只做有品质
的外卖”定位，他从认真履行主
体责任、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努
力推动社会共治等方面向大家
汇报一下百度外卖食品安全管
理的做法和思考。

一是平台主体责任履行：
首先是商户准入,目前百度外
卖实施的是三级审核机制，销
售人员到店核实、城市初审、
总部统一审核，这样能够做到
标准统一、责任明确；另外大
力开拓品牌商户，在营销资源
上向品牌商户倾斜，因为品牌
商户证照齐全、食品安全管理
和服务意识好，目前我们已经
与全国 300多家品牌商户合
作、门店数达6万，占平台商
户10%左右，这样就在源头上

做好了食品安全的保障；其次
是物流配送管理，可以讲外卖
和堂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
场，外卖的服务是“餐品+物
流”，有了高品质的餐品还要
有好的物流做保障，百度外卖
也是最早做物流的外卖平
台。从智能调度、恒温配送、
人员管理、设备管理4个方面
保障食品安全；第三是用户引
导和教育。努力打造消费友
好型网络订餐生态环境：一是
用户评价影响商户排名，服务
态度好、配送准时、菜品质量
好的商户排名更靠前，这样就
激励商户向好的方面发展，实
现优胜劣汰的效果。

二是积极倡导用户参与举
报和投诉，核实后平台会给予
50～300元不等的奖励。还有
就是物流订单的超时赔付和食
品安全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很
好的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只有一个行业是健康的
可持续发展的，每个平台才有

做大做强的可能。所以百度
外卖一直在积极推动行业自
律，早在今年3月份就率先发
布了《外卖行业自律公约》，倡
导平台准守法律法规、保障消
费者权益。我们也组织专家、
媒体召开专题研讨会，还有率
先在全国亮证亮照、积极与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数据对
接，公示量化分级结果。

在认真履行平台责任和
积极倡导行业自律的基础上，
百度外卖还尝试探讨和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希望能够利用我们平台的优
势，如大数据、技术等优势为
政府、国家在普法教育、食品
安全监管、餐饮规划决策、健
康饮食等方面贡献我们的力
量。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百
度外卖一直坚持“品质外卖、
安全送达”的理念，坚持为创
造一个安全、健康、规范的餐
饮外卖平台不断努力。

百度外卖副总裁、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席田井泉：

不忘初心坚持“品质外卖、安全送达”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