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追溯的种养产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查

逛博览会的市民王洁好不容易
从人堆里挤出来。看过实物后再线
上购买葡萄，她表示满意：“我试了
试他们的安全追溯，大概了解了葡
萄的种植过程，感觉还行。”

这个加分项来自大邑县打造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不仅葡
萄，大邑县种养产的果蔬、粮油、水
产、畜禽，甚至中药材，消费者都可
以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产品二维码，
或者登录大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平台网站进行查询，不仅能够查到
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基本信息、资质、
产地环境，而且还能够查到农产品
采收、加工、销售、检测检验等环节
的信息。

在泓源冷水鱼养殖基地，50余
亩地分布有大大小小87个编号的鱼
池，“养殖基地目前年产量300多吨，
卖出的每一条鱼都可以追溯。”基地
负责人张响伢拿出一摞厚厚的纸质
表格和记录本，上面详细记载着每
一批鱼从鱼卵孵化、鱼苗成长、成鱼
饲养等过程中的水体消毒、饲料投
喂、检验检疫等情况，而这些内容，
都会纳入追溯平台的信息库。

“无论是一粒米、一棵菜还是一
个水果，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确
保每个环节的安全，这是绿色可循环
的重要内容。”大邑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副科长何耀说，正
是在每个环节着力建成安全产业链，
大邑农产品才能卖到全球餐桌。目
前，以葡萄为代表的多种农产品，已
经从大邑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农业标准化
种植户成为首批受益者

追溯平台是大邑县农业标准化
建设中的一环。2016年12月9日，受
国家标准委委托，四川省质监局组织

专家组对大邑县为期3年的示范县创
建工作进行考评验收，大邑以“98.5+
3”的高分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省首
个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县。

什么是标准？在泓源冷水鱼养
殖基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找到一些答案。“鱼苗孵化培养和商
品鱼的养殖都实现了标准化。”张响
伢说，鱼池大小有标准，每天对鱼例
行的称重、投食也是标准，“养鱼就像
工厂生产零件。”张响伢说，标准化、
工厂化生产的成鱼品质稳定、成活率
高，每次送检合格率都是100%。

何耀说，现代农业标准化格局
可以概括为生产有标准、产品有标
志、质量有检测、认证有程序、市场
有监管。创建示范县过程中，大邑
成立首个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结合本地农业布局和
产业特色，建立了一套涵盖粮油、果
蔬、畜禽、水产、种养循环等内容的
11大标准体系，共收集整理标准
1765项，其中新制定的内控标准492
项、区域性地方标准19项。

一开始很多人对“标准”是拒绝

的，成都佳源大繁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成钢是其中之一。

“最初我想不明白，工业可以搞标准
化，农业怎么搞？”刘成钢过去种植
澳洲甘蓝，因为病虫害和水灾等导
致产品品质和产量都差，销售受
挫。而实施标准化种植，包括在田
中间设置防虫板、按标准加深排水
沟等等，刘成钢成为了首批受益者。

何耀介绍，目前大邑县主要优
势农产品标准化覆盖率已经在90%
以上，累计打造示范点31家，带动了
120余家基地进行标准化建设。

秸秆回收种蘑菇
“循环经济”增收1400万

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的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产品价值
和效益的提升。大邑县农村发展服
务中心负责人介绍，2015年，大邑县
15个市级贫困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3854元，全面实现脱贫。
2016年，全县实现农业增加值34.07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96

元。近三年年均增幅达16.6%。
经济效益之外，还有更多其他

收获。去年10月31日，国标委相关
领导带队到大邑进行了为期4天的
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调研，还发现
另外的亮点：大邑县10万亩粮经高
产高效示范基地的农作物秸秆回收
利用，每年能够为鹤鸣镇蘑菇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提供2万吨优质培养
料，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记者从
县域内菌类种植企业了解到，秸秆回
收价格在700元/吨以上，以此计算，2
万吨秸秆产生的收益超过1400万。

“通过回收秸秆，粉碎秸秆并与
鸡粪混合作为双孢菇生产的培养
基，生产后的菌渣作为葡萄种植基
地的基肥，实现了‘循环经济’。”大
邑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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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代家族成员
守护虞允文墓800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
怡 见习记者 罗田怡）仁寿县
虞丞乡一个普通小村，年逾
87岁的宋克成时不时来到自
家旁边的一座大墓前，清扫
落叶，轻轻抹去墓碑上的灰
尘。每逢有人前来祭拜，他
又变身临时导游，讲述墓主
人抗金爱国的故事。这样的
工作，他已经做了70余年。

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南宋丞
相虞允文。2011年，81岁的宋
克成将守墓的任务交到了儿子
宋建彬手里，并嘱托他好好守
墓。至此，宋氏家族守护虞允
文墓已经八百多年了，宋建彬
是第十五代。

宋克成的父母守墓时，家
里配备了梭镖、羊角叉、绳、刀
等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盗
墓贼猖獗，仁寿县文物机构特
地配备了一支火铳给宋克成。
从此，宋克成和老伴在丞相墓
前搭个简易棚，每晚就陪着丞
相睡，睡觉时枪不离手。

1998年5月7日凌晨，一伙
盗墓贼仗着人多势众，打起手
电来盗墓。宋克成朝着空中放
了一枪，盗墓贼听到枪声后，撒
腿就跑，5人被随后赶来的村
民逮住，扭送到当地派出所。

2011年，宋克成不小心摔
伤，再加上年岁已高，还患上了
肺气肿、气管炎等疾病，急需寻
找一位新的守墓人。

在儿女中选择了一番，宋
克成最终选择了品行端正、为
人老实的宋建彬成为第15代
守墓人。在庄严的仪式上，宋
克成将祖训传给儿子：宋氏不
绝，守墓不止。并告诫儿子，既
然选择了守墓，就要甘受孤独，
乐于清贫。

但因为守墓并无收入，两
年后，宋建彬不得不离开墓
地外出打工，将守墓的重担
交给邓建裙。即便如此，宋
克成还是经常到墓地转悠，

“800年过去了，宋家人就没
离开过这座大墓，今后我们
同样不会离开。”宋克成老人
坚定地表示。

大邑成为四川首个国家级农业综合标准示范县

1765项标准“箍”出高品质农产品

四川省第一届文明家庭

7月1日，第五届成都国
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大
邑·松潘馆，挤在人堆里的
李宝声又喜又急：喜的是自
家带来的优质葡萄大受欢
迎，展台被挤得水泄不通；
急的是来人太多，试吃品一
抢而空后，样品葡萄也被开
始试吃了。

“扫码就能领取，扫码
就能领取。”改变思路，李宝
声挥动着手上的二维码，极
力吸引大家的注意。随即，
越来越多的人掏出手机，扫
码、关注、下单，不仅展台的
葡萄得救，他还把地里等待
采摘的葡萄卖出去不少。

“改变思路”获得的成
功不仅在展会现场，早在种
植葡萄时已经发生。李宝
声所在的大邑县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1765
项标准化种养殖技术“箍”
出的高品质农产品，受到了
市场的欢迎。大邑也因此
成为四川首个国家级农业
综合标准示范县。

市民下田采摘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