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5 大家讲坛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 朱隽

提高履约率是推动订单农
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关键。要规
范市场秩序、优化市场环境，加
强对市场主体的诚信教育，建立
相应的避险机制。

据报道，今年年初时，四川
一家粮油加工企业与当地一个
土地合作联社签订了4000亩的
油菜籽收购订单。双方约定，农
户按照企业要求种植指定的品
种，企业为农户提供种子补贴，
并承诺按照高于市场价格收
购。但到了收获季节，企业却只
收到了几百亩的油菜籽，其余的
被农民因缺少人手、无法按企业
要求晾晒等原因转卖他人。

应当说，订单农业作为一种
“先找市场后生产”的产销模式，

优势明显。既能够帮助小农户对
接大市场，解决他们对于销路的
后顾之忧；也让企业获得优质稳
定、规模化的原料来源，降低了
因农业生产周期长带来的远期
价格风险，为农户和企业提供了
双赢的可能。而且，从发展趋势
看，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各种新
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都为订
单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专家提出，未来现代农业的发
展一定与订单农业密切相连。

然而，我国的订单农业自上
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效果一
直不太理想，常常陷于市场主体
普遍欢迎但履约率低的矛盾之
中。违约方既有企业，也有农
户。面对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农

户违约，因维权的各种成本高
昂，企业通常只能无可奈何地接
受；而企业不兑现订单，或借口
产品质量低拒收，或故意压低收
购价格，或拖欠货款迟迟不付，
也让农户伤透了心。一些原本
会皆大欢喜的订单最终变成了
“伤心订单”。

提高履约率是推动订单农
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关键。当前
农业订单生产履约率低的原因
有很多，从市场主体看，签约双
方尚未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信
任、相互依存、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和农户
的诚信及法治意识都有待加
强。从监管层面看，相关政府管
理部门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

理约束机制。
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

境是推动订单农业健康发展的
前提。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完善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推进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等，规范市场秩
序，优化市场环境，为订单农业
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出台政策
时，不应干扰订单合同的执行，
在促进订单执行时，尽量采用宣
传引导协调等温和方式。

没有诚信，就难有订单农业
的发展。要加强对企业和农民
等市场主体的诚信教育。广泛
开展对龙头企业经营者、乡村干
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民
群众的法律知识教育，增强他们

的法治观念，使他们知法守法，
依法从事订单农业，在维护自身
权益的同时认真履行自己的义
务。对于利用订单农业进行欺
诈、坑农害农的行为要严肃查
处，依法追究责任。

建立相应的避险机制。一
方面，可以引入期货、期权等金
融工具对冲价格风险；另一方
面，可以建立订单农业风险基
金，对于遭遇违约的市场主体，
以及因认真履约而蒙受经济损
失的企业和农户给予适当补偿。

一年农业生产中最重头的
秋收即将到来，又会有很多订单
要执行，希望每一份订单都能被
认真执行，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
喜悦。

有机蔬菜以假乱真的案例
让不少消费者揪心。花高价买
有机菜，本来图的是原生态、安
全放心，没想到商家玩猫腻，贴
着有机标签，却检出多种禁用的
农药残留，这样的有机菜咋能让
人放心？

伴随消费升级，人们不再满
足于吃饱，开始追求吃好。购买
农产品时，更在意营养如何、是
否安全。市场“指挥棒”引领，各
地纷纷上马绿色农业、有机农
业，全国“三品一标”（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总数达到12.2
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
提升。快速发展背后也潜藏风
险。有的基地取得有机认证后
“一劳永逸”，放松生产标准；有
的商家虚假标注、不实宣传，买
个标签一贴，就堂皇上市。假冒
伪劣不绝，消费者真假难辨，在
信息传播快速的今天，往往一个
个案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让整
个产业蒙尘。

有机产品为何问题缠身？
一是门槛高，技术难。一位基
层农技员坦言，与普通菜比，有
机蔬菜要贵上几倍甚至十多
倍，利润不小，但不是谁都能干
得了。同样是畜禽粪便，在农
民眼中是劲头十足的有机肥，
在专家看来却可能存在污染隐
患。前些年某县大户用养殖场
的鸡粪种出的有机菜，被检出
重金属超标，教训不浅。二是
重认证，轻监管。有机食品需
要从田头到市场再到餐桌全流
程监管，涉及多个部门，有的机
构发证后，每年最多去企业检
查一两次，监管难到位；有的机
构把“认证”变成了“卖证”，监
管成了空话。

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保
障“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字当

头，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推动农业发展从量到质转
型升级。

放心农产品是“产”出来
的。有机农业离不开标准化生
产，从目前来看，组织化程度低
仍是重要制约因素。把住有机
产品生产安全关，要更加注重把
农民组织起来，提升标准化生产
水平，严格控肥、控药，避免乱
用、滥用农业投入品。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生产，
通过土地有偿流转、入股分红等
形式，让小农户加入到合作社等
规模生产主体，提高小农户标准
化生产的覆盖面。

放心农产品是“管”出来
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
广，“有机”标签不可一贴了事，
要创新管理、凝聚合力，坚持零
容忍、严监管、全覆盖，健全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坚决对假劣产
品下猛药、出狠招，不管是产地
还是销售地，哪个环节、哪个部
门出问题就严格追责，织就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的天罗地网。
扎紧扎牢制度篱笆，1%的问题要
用100%的努力去解决，消费者
信心才能越来越足。

放心农产品是市场中“长”
出来的。目前，有机产品优质优
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原因在
于百姓认知度不够、生产经营主
体品牌意识不强、产品品质还没
有真正到位等。有机产品是优
质绿色生态的主导产品，要在实
现产品品牌效益上发挥示范作
用，塑造和提升品牌影响力。是
金子总会发光的，有了好产品，
靠信誉、靠质量、靠货真，才能获
得老百姓的口碑。

为有机产品营造清清朗朗
的市场环境，让广大消费者吃得
放心，千家万户的农民才能种得
安心。

□ 赵永平

莫让履约难绊住订单农业

“有机”标签不可一贴了事 保障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
□ 北青

每次与同事外出吃饭，
总是要讨论一番食品安全，
在点菜时也要问服务员，哪
些菜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人
人都关注，但我们为食品安
全做了什么？我们常说“食
品安全，人命关天”，这句话
不是简单的八个字，而是关
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
全密切相关。不论我们在哪
里，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每天都要一日三餐，如
果吃到不安全的食品、乃至
问题食品、有毒食品，就会对
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甚至危
及生命。

所以，保障食品安全，让
百姓一日三餐吃得放心、安
心，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所
在。而要履行好这份责任，需
要我们积极主动参与到食品

安全监督、治理工作中，不做
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更不能做
冷漠视之的围观者。如此，受
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但
要主动学习食品安全方面的
知识，提升食品安全意识，而
且要向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说不。这方面我们能
做的有很多，比如，发现食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拿起电话
向监管部门举报，让生产制售
问题食品的无良者付出代
价。又如，你是一名食品企业
的员工，如果发现企业生产制
售问题食品，就做一名揭发无
良企业的“吹哨人”，让无良企
业受到惩罚。

保障食品安全是一项系
统的社会工程，这其中，社会
共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
一环，而且是无可替代的一
环。这是因为，食品种类数
不胜数，食品企业千千万万，

而监管力量是有限的，很难
做到每天对每一个食品企业
进行24小时监管。这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基于这一客观
现实，保障食品安全除了监
管落实责任，法律惩处到位，
更需要人人行动，人人尽责，
人人做“吹哨者”，只有大家
行动起来，才能形成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的强大合力，最
大程度保障食品安全，由此
受益我们每个人。

你向食品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说不，不仅是为保障食
品安全出力尽责，也是对自
己“舌尖安全”负责。监管对
于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同样，人人参与，社
会共治，对保障食品安全起
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保
障食品安全，从自己、从现
在、从一点一滴的事做起，人
人可为，人人应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