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安仁镇：

我国将建立茶叶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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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粳54号水稻新品种再获高产
亩均产量达954.9公斤

日前，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4910号建议的答复》称，将会同

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推动

建立茶叶分等分级评价体系。

农业农村部表示，近年来，我

国积极推进茶叶标准体系建设，

制定了茶叶国家标准76项（其中

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

16项）、行业标准245项、地方标

准1100多项、团体标准950多

项、企业标准约10000项，形成了

类别完善、架构科学的茶产业标

准体系，覆盖了产地环境、茶园建

设、生产加工、贮运包装等茶产业

全链条。2021年，我国主导制定

的国际标准《绿茶 术语》（ISO

18449: 2021）正式发布实施，提

高了国际话语权。

健全茶叶综合评价标准

据介绍，我国已研制了全国

统一的毛茶分级标准样、茶叶加

工标准样，制定了感官审评方法、

理化分析方法等茶叶品质评价标

准。2022年，全国标准样品技术

委员会成立了茶叶标准样品专业

工作组，着力解决我国茶叶品质

评价中标准实物样缺失问题，为

茶叶品质评价奠定基础。由于我

国茶区跨度大，产地生态环境复

杂多样，茶产品品类丰富，消费者

喜好差别较大，茶叶品质和营养

特征指标尚未形成体系，茶叶品

质成分数据库尚在建设。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

将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

门，加强茶叶综合评价标准制修

订工作前期调研及评估，围绕区

位优势、产品功能，研究不同产

区、不同工艺、不同原料和不同

产品的品质指标，推动建立茶叶

分等分级评价体系，构建茶叶品

质成分数据库，着力构建全要

素、全链条、多层次的茶叶全产

业链标准体系。积极推进茶叶

国际标准化工作，提升我国在国

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标准化促进茶叶品牌建设

谈及标准化促进茶叶品牌建

设和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表示，

近年来，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有

关部门以标准化为引领，积极推

进茶叶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不断

提升茶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是强化基地建设和产品

认证。扎实推进种植业“三品一

标”行动，加强茶叶标准化原料

基地和生产基地建设，集成应用

以绿色防控、高效专用肥为核心

的绿色生产模式，不断提升茶叶

全产业链标准化水平。全国茶

叶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57.5%。同时，农业农村部支持

茶叶相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截至2021年5月，

全国绿色食品茶叶类产品5317

个，茶叶类地理标志农产品229

个，有机茶种植类证书2950张、

加工认证证书1454张。

二是强化精品品牌培育。

2022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品

牌精品培育计划（2022—2025

年）》，各地加强茶叶精品品牌培

育。目前，已形成“普洱茶”“龙

井茶”“安吉白茶”“安化黑茶”

“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等一

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茶叶精

品品牌。 （据中新社）

本报渭南讯（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也是冬枣销售的重

要节点，连日来，陕西省渭南

市大荔县安仁镇党委、政府

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

策部署，一手紧抓疫情防控

不放松，一手紧抓产业发展

不动摇，全力保障冬枣市场

正常交易，守护群众的“钱袋

子”。

9月1日上午，记者在安

仁镇华伟农业冬枣专业合作

社看到，来这里送枣的枣农络

绎不绝，大家都自觉佩戴口

罩，不扎堆不聚集，有序地将

自家冬枣搬筐称重。随后，一

筐筐甘甜脆爽的冬枣被倒进

分拣机，工人们按照分工，在

各自负责的岗位挑选、装箱、

打包，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

陕西大唐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采购经理常郅军说：“现

在大荔冷棚冬枣刚开始上市，

价格基本上为5-7元/斤，比

往年同期高1-2元/斤。冬枣

主要销售到全国的一些大型

商场和超市，再就是外出口到

越南、迪拜、新加坡、荷兰、加

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今年，疫

情对冬枣整体销量影响不是

很大。”

安仁镇人武部长穆波介

绍，下一步，安仁镇将继续坚

定“两手抓”，进一步细化强化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同时在营

商环境、客商管理、冬枣质量

安全、冬枣销售等方面再下功

夫，做好商农服务，实现疫情

和生产“两不误”。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

讯员 代绪刚 高慧）“自从金丝峡景区

搞农旅融合项目，建设了农特产经营

店，我们再也不用把土货背出去卖了，

经营店上门收购村里的土鸡蛋、蜂蜜、

洋芋粉等土货，现在是省时省力还挣

钱，非常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9月

6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金丝峡5A

级景区周边太子坪村的一位村民高兴

地说。

近年来，商南县依托县域内国家

5A级金丝峡景区旅游资源，抓住苏陕

协作机遇，积极争取苏陕协作资金，大

力发展农旅融合产业，建设了金丝峡农

旅融合项目，通过发展景区周边农家

乐、建设农特产品直营店、提供就业务

工岗位等举措，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和乡

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农旅结合、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

村振兴。据初步统计，在农旅融合项目

建设过程中，累计带动200余户脱贫人

口730余人累计增收额超300万元。

9月8日，在云南省楚雄州

禄丰市金山镇官洼社区，农业农

村部专家组对楚雄州农科院高

原粳稻育种团队选育的楚粳54

号进行实产验收。经测产，楚粳

54号最终平均亩产量954.9公

斤，将有望成为云南继楚粳27

号、28号、37号之后的第4个超

级稻品种。

据介绍，楚粳54号是楚雄

州农科院高原粳稻育种团队育

成的水稻新品种，由楚粳42号/

合系39号杂交选育而成，属粳

型常规品种，适宜在海拔1500-

1850米的中高海拔西南稻区种

植，一般生产应用亩产750公斤

左右。其稻米品质达部颁优质

米二级标准，具有产量高、抗病

性强、稻米外观好、食味优良的

特征。

几年来，楚粳54号试验亩产

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2017年鉴定试验亩产782.67公

斤，2018年品比试验亩产791.63

公斤，2021年在大理州巍山县庙

街镇百亩方平均亩产达1018.8

公斤。农业农村部专家组表示，

从不同生态地点、不同年份百亩

方产量看，该品种具有丰产性、适

应性，将为云、贵、川等西南中高

海拔地区品种选用提供了新选

择。据了解，通过多年发展，楚雄

州农科院高原粳稻育种团队共育

成粳稻品种43个。

（据《农民日报》）

苏陕协作推动金丝峡景区
农旅融合发展

科学防疫稳市场
守护群众“钱袋子”

测产现场测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