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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动态

2018年我国小麦品质保持较高水平
日前，从“2018年度小麦质

量年会”上获悉，2018年度中国
小麦品质保持较高水平，与2017
年相比，小麦容重、稳定时间有
所下降，蛋白质和湿面筋含量提
高，而气象因子是影响年度间品
质变化的重要因素。

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胡学旭在年会上
做了年度质量报告。据介绍，此
次检测活动涉及小麦品质指标
有20多项，从12个省（区）177个
县（区、市、旗）征集样品536份，
品种230个，各小麦主产省以中
筋小麦品种为主，品种结构呈现
“中间多、两头少”的状况，小麦
样品大多来自种植大户。

本次检测获得的强筋小麦
平均数据为：容重788g/L，粗蛋
白14.9%，湿面筋31.6%，稳定时
间12.8min；中强筋小麦分别为
796g/L、14.4%、32.3%、8.57；中筋
小 麦 分 别 为 783g/L、14.4%、
33.4%、3.2min。

据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跟踪分析，近5
年我国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的小
麦品种，强筋类小麦占21.2%，中
强筋类小麦占19.7%，中筋类小
麦占55.5%，弱筋类小麦占3.6%，
相对于过去优质强筋弱筋小麦
严重短缺的局面，我国小麦品质
类型分布趋于合理。

近20年来，我国逐步调整
小麦育种思路，由过去的以高产
多抗为主，向高产优质专用多抗
转变，小麦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涌现出若干品质过硬的优质品
种。河北、山东等小麦优势产
区 ，培 育 出 藁 优 2018、师 栾
02-1、济南17等优质品种，已成

为国内大型面粉企业生产高档
面包粉和各类专用粉的主要原
料品种，加工出的面包在体积、
质地、纹理结构等方面与进口优
质麦表现相当。

部分小麦产区省在优质麦
发展上已先行一步。河南省按
照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
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的思路，
积极推进全省优质专用小麦发
展。目前，全省优质专用小麦面
积己达840万亩，占小麦总播种
面积的10%左右。河北省大力
推进优质小麦产销衔接，去年夏
收前夕，3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
还未收获就已提前订走。

我国优质麦生产总体处于
转型升级阶段，虽然生产中的
优质麦品质不断提升，但仍存
在“强筋不强、弱筋不弱”的问
题。从内在因素看，我国强筋
小麦品种中携带高分子量谷蛋
白“5+10”亚基的品种比例较
少，影响小麦的面筋强度，造成
加工品质表现较差。从分类标

准看，国内制定了品种审定分
类标准、商品麦分类标准、用麦
企业标准等3个不同类型的标
准，标准口径不统一，甚至相互
脱节，相当一部分审定通过的
小麦品种难以达到用麦企业的
要求。从政策设计看，尽管国
家发布了规划引导小麦各产区
因地制宜发展优质专用小麦。
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以表观品
质（容重、水分、杂质等）为主导
的收购政策，优质麦卖不出优
质价，加之优质麦与普通麦混
收混储，难以满足企业对高品
质小麦的需求。这一定程度
上，导致优质专用小麦发展不
迅速，种植规模不大。

会议认为，推动小麦产业提
档升级，需要各有关部门、企业、
种粮大户同力合作共同推动，深
入开展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做大
做强小麦产业联盟，加快优质专
用小麦科技创新，完善优质专用
小麦标准体系。

（农民日报）

本报讯 记者张乔生 近日，通州
区101农场里举办了“西集镇第二届
草莓擂台赛”，来自全镇36位草莓种
植户参赛。

据了解，西集镇草莓种植面积
800余亩，年产量106万斤，年产值达
3000余万元，拥有红颜、章姬、小白、
白草莓、通州公主、隋珠、御用、小叶
红、金潍多、树友一号等10多个优质
品种。

近年来，西集镇“以政府引导、
企业搭台、农民受益”为思路，通过
开展参观学习、邀请专家讲课、为种
植户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大力支
持全镇草莓产业；通过举办新品种
现场介绍会、推广种苗繁育技术、引
进新优品种等方式提高草莓的质
量；同时在传统销售渠道外，注重运
用纸媒、新媒体、微博等媒体工具进
行宣传，通过多种宣传手段提高西

集草莓的知名度。
据介绍，西集镇接下来将进一步

推进全镇草莓产业发展，依托独特的
地理、资源优势，将发展草莓产业与旅
游产业相结合，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并将开展征集
“莓”你不行——与草莓有关的甜蜜故
事线上活动，参与的网友将有机会获
得草莓采摘券，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新
鲜草莓。

通州区西集镇第二届草莓擂台赛举办
本报讯 1月20日，在农业农村部组织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部级质检机
构审查认可和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二加一”现
场复评审中，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北京）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司和国家计量认证农业评审组4位
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李全录参加评审会。

评审组对照机构考核暨审查认可评审细
则100条和R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评审通用要求，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
系、仪器设备、检测工作、记录与报告、设施与
环境六个方面，对管理体系的符合性、适宜性
和有效性进行了严格的评审。评审组认为，渔
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能够按照管理
体系文件的要求开展各项质量活动，具备了
27个产品和93个参数的检测能力，涉及理化
指标、兽药残留及其他违禁药物、农药残留、重
金属、微生物等指标，同意复查现场评审通过。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挂靠在北京市水产技术
推广站，2004年12月通过了农业农村部部级
机构审查认可与国家计量认证，2007年12月
通过水产品“扩项”双认证评审，是为社会提
供公正数据的检验检测机构。该中心拥有实
验室面积2743平方米，仪器设备100余台套，
固定资产4500万元。

自2007年开始，该中心连续11年承担国
家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任务。连续13
年参加原农业部、国家认监委组织的水产品
中兽药残留、重金属能力验证，所有的考核结
果均为合格，圆满完成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监测（例行监测）、产地和苗种水产品监
督抽查以及北京市水产品统一监测、专项监
测和无公害产品认证检测等工作。共检测水
产品、渔业环境等各类样本共计2万余个，获
得检测数据超过20万个，为各级农业主管部
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政府部门决策提
供技术服务，为北京市无公害水产品、绿色食
品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北京检测水产品、渔业
环境数据超 20万个

本报讯 李华 近日，北京优质农
产品入驻苏宁小店推介仪式在北京苏
宁小店刘家窑店举行。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北京市优质农产品产销服务站、
北京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及各区域京
郊农产品基地负责人等出席仪式。

此次推介仪式是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与北京苏宁易购进行战略合作的启
动仪式，是将北京优质农产品入驻苏
宁小店，实现“农超对接”，共同打造
“北京优农”农产品品牌城市名片。推
介仪式上，北京苏宁易购、北京市优质
农产品产销服务站双方共同表示将在
“农超对接”、品牌建设等方面展开长
期合作。

根据合作规划，苏宁小店将被确
定为北京市“农超对接”重点企业及北
京优质农产品指定销售单位，合作期
间，将会有大量的北京市优质特色农
产品入驻苏宁小店，使北京优质农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让消费者在社区内
就能买到京郊自己种植的，更健康、更
安全、更放心的农产品，从而也将帮助

京郊农民增产增收。
同时，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也将借

助北京苏宁易购的综合实力、品牌影
响力以及市场占有率等优势，以“北京
优农”作为统一推广品牌形象，创建新
理念、新包装、新标识，有品牌文化、有
品牌形象、有品牌潜力的“三新三有”
型北京市综合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推进“北京优农”农产品品牌城市
形象工作。

据悉，当日，颐寿园、皇城货郎、京
一根、绿山谷芽菜、老栗树、蜂珍、红泥
乐农场等北京优质农产品企业在现场
进行展销。其中，颐寿园、皇城货郎、
京一根、老栗树等四家京郊优质农产
品企业已成功入驻北京苏宁小店。之
后将陆续有更多的北京优质农产品入
驻到北京苏宁小店，甚至全国各地的
苏宁小店中，从而不断地丰富苏宁小
店的商品种类，增加销售终端的生鲜
货源。而在货源上通过“直供”的采购
模式，确保生鲜食品安全，带动提升苏
宁小店的整体商品品质。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现代
化发展的基础，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的必经之路。健全的农产品产销对接
体系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落
实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的培育农产品
品牌，健全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
的有关要求，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
推进“北京优农”农产品品牌城市形象
工作，与北京苏宁易购进行合作共同
推进建立“北京优农”品牌进超市的农
超对接模式。

通过“农超对接”，减少农产品流
通环节、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保证农
产品的品质和新鲜度，满足城乡居民
对高品质农产品消费安全，促进实现
农产品优质优价，增加京郊农民收入，
推动建立符合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
展的产销服务新模式。未来，双方还
会共同探讨更多的合作模式，制定共
同发展计划，积极探索“互联网+形
势”下，以农业好品牌提升便利店渠道
影响力、以新零售好品牌促进农产品
优质优价的好路径。

北京优农品牌入驻苏宁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