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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腾越镇无公害蔬菜现状与发展建议

何 霞
腾冲市西源街道生态文明和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云南 腾冲 679100

摘� 要：蔬菜作为一项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给菜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发展无公害蔬菜是保障该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阐述了无公害蔬菜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分析了无公害蔬菜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无公蔬菜的建议。

关键词：腾越镇；无公害蔬菜；生产；建议

蔬菜是腾越镇的重点产业之一，在腾越镇政府的重

视和扶持下，发展势头良好，尤其设施蔬菜高产高效

益，更加激发了农民发展设施蔬菜的积极性，也给我镇

的蔬菜生产增添了活力。但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

强，对蔬菜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讲安全、讲营养、讲

保健正在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为保障该镇蔬菜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成为全市的主要商品蔬菜生产基地，着

力打造无公害蔬菜，增强市场竞争力，已成为今后蔬菜

产业发展的方向。

腾越镇为腾冲城所在地，地处全市政治、经济、文

化、旅游和流通中心，具备发展蔬菜种植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海拔 1570—2100m，年平均气温 14.8℃，
年降雨量 1400—1600mm，日照时数 2000—2200h，无
霜期 283d，属低纬度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耕地面积
2608hm2，土壤以黄红壤 、黄壤、黄棕壤为主，Ph值在
5—7 之间，适宜种植多种蔬菜，是腾冲人的菜园子，更
适宜发展无公害蔬菜。常年种植蔬菜1733.3hm2，其中设

施蔬菜103.3hm2，年商品蔬菜达1.3万t。
1 蔬菜发展现状

1.1  优化布局 规模化种植
腾越镇蔬菜种植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大棚蔬菜生产

在腾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常年种植蔬菜900hm2，设施

蔬菜23hm2。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及旅游业的蓬勃

发展、农业产业向城市周边转移,发展城郊农业的优势越
来越明显，腾越镇党委、政府抓住机遇，2003年把发展
大棚蔬菜作为本镇的重点产业之一，通过研究部署，在

上绮罗社区实施蔬菜下田工程和大棚综合配套项目，出

台了“两服务，一扶持”政策，即：技术服务、信息服

务、资金扶持。农户每发展1hm2大棚蔬菜给予12000—
75000元的补助，合计补助20.25万元。组织技术员田间技
术指导，引导改良土壤，指导大棚搭建、设施蔬菜种植

与管理，连片种植46.7hm2。

1.2  强化服务提高效益
为强化技术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在蔬菜产业发展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走党员大带动的路子，扩大蔬菜种植

面积、提高蔬菜质量。2005年在上绮罗社区成立了蔬菜
协会党支部，并开展设施蔬菜样板46.7hm2，主推配方

施肥。据调查样板区单季亩平均产量2.0t，比非样板区
亩增0.2t，增14.3%，实现总产量5604t；全年种植蔬菜
816.5hm2，累计总产26740t，面积比2000年增134hm2，增

16.4%，总产增8312.5t，增45.1%。资金扶持、技术服务
促进了菜农种菜的积极性，种植规模和经济效益增加显

著，规模化种植达66.7hm2，其中设施蔬菜46.7hm2。

1.3  举办蔬菜样板 无公害种植初显成效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部分菜农为了追求高产高效

益，农药、化肥、激素等投放品的不合理逐渐显现出

来，特别是田园垃圾尤为突出。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营养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蔬菜产品问

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06年腾越镇在上绮罗社区
组织实施无公害蔬菜样板68hm2，重抓田园垃圾，对农

药、化肥包装物、蔬菜秸秆随意丢弃、人粪尿随处堆

捂进行整治；主推高效、安全、低毒、低残留农药，

蔬菜配方施肥。2005开展蔬菜抽检产品750个，合格率
93.4%，不合格率6.6%，2006开展蔬菜抽检产品700个，
合格率98%，不合格率2%。

1.4  强化技术支撑 无公害蔬菜效益显著
为进一步推广无公害蔬菜种植技术，控制超标蔬

菜，200 7年在上绮罗社区举办无公害蔬菜示范样板
66.7hm2，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植保技术示范村，以农民

田间学校（FFS）为模式，开展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培
训。安装杀虫灯10盏，投入黄板2500片，示范推广配方
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平均每亩增加产量423.5kg，以蔬菜市场平
均价0.59元/kg计算，平均每亩增加收入255.2元，扣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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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杀虫灯、黄板及电费每亩28.3元，减少农药成本及工
时费15元，平均每亩纯收益241.9元，样板区累计新增纯
收益24.7万元。与非样板区相比，每季蔬菜农药使用量减
少35%，并严格控制化肥使用量，从而减少污染、保护环
境，使本镇的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生态效益

显著。

1.5  强化产地治理 提升蔬菜品质

2009年腾越镇立足实际，继续巩固大棚蔬菜种植在
全镇农业产业中的传统优势地位，着力巩固蔬菜成为本

镇的重要特色产业，提出了“积极发展设施蔬菜 ,优化
提升全镇蔬菜产业”的发展思路,强化实施无公害生产技
术，每年定期不定期开展蔬菜培训3至4期，组织技术人
员长期开展田间技术指导。调优扶持政策，对修建大棚

给予一定补助，每户修建大棚1hm2补助900元资金。2009
年种植设施蔬菜60.5hm2，单季平均每亩产2.5t，平均每亩
产值可达8100元左右，最高达到1—1.5万元，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激发了广大农户种植蔬菜的积极性，有力地

推动了全镇蔬菜产业健康发展，成为了腾越镇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亮点。

1.6  开展品种试验 优化蔬菜品种结构

为改变蔬菜品种多乱杂，进一步提高菜农种植技术，

2012在上绮罗社区建设以电子杀虫灯、黄板诱杀害虫为主
的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46.7hm2，建设3.3hm2蔬菜品种

试验示范基地，培植龙头企业，逐步向“公司+协会+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展示品种为根茎类、白
菜类、绿叶菜类、茄果类、豆类等适销对路蔬菜新品种，

主推无公害栽培、绿色防控、设施农业应用、配方施肥、

病虫害综防等综合配套技术，全年平均种植4季，单季平
均每亩产2.9t，3.3hm2示范基地全年生产商品蔬菜580t，实
现产值145万元，平均每亩实现产值2.9万元。

1.7  建设蔬菜基地 面积和产值持续提升

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能力，2014年先后
实施了3期工程，对蔬菜基地机耕路进行了全部硬化，实
施了机耕路沟的防渗处理，80hm2设施蔬菜基地电网实现

了全覆盖。2015年建设22.7hm2标准化设施蔬菜基地，蔬菜

规模化种植134.5hm2，随着蔬菜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

规模化的方向发展，2017年建成占地4.5亩的绮罗蔬菜批发
市场，距离蔬菜基地0.5公里，为菜农进行蔬菜交易提供了
方便。2016年规模化种植设施蔬菜100hm2，年产商品蔬菜

约1.2万吨，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产量、产值比2011年翻了
1.5倍，菜农收入从原来的人均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
2 存在问题

2.1  无品牌认证，无品牌化效益。无特定的无公害蔬

菜销售专柜(市场)，优质并未优价。目前没有专门的无公
害蔬菜销售专柜，无公害蔬菜和普通蔬菜一样也是在市

场上随意销售，既无品牌，也无标识，价格与一般蔬菜

没有差异。真正的“放心菜”却不能让菜农优先出售，

卖出“开心”的价格，没有获得优质优价的回报。

2.2  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无公害蔬菜的生产、销
售、管理等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农药残留仍有超标。

2.3  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分户种植、分户经营，
目前该镇的蔬菜只有少部分由龙头企业订购，其余大部

分都是分户经营，菜农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缺少市

场化运作，存在市场价格风险。对蔬菜标准化种植认识

不足，无害化蔬菜种植技术亟待提高。

3 建议与措施

3.1  建议
3.1.1  加大无公害蔬菜生产的监管力度。建立无公害

蔬菜生产领导小组，派专职人员专门抓这项工作，实行

责任追究制度。有关部门要对农资市场进行规范管理，

建立规范的生产资料供应市场和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

阻断禁用农药流入市场的地下渠道，确保生产资料安

全供应，从源头上控制违禁投入品进入生产环节。在蔬

菜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严格监督，要求菜农严格按规程操

作，杜绝使用违禁投入品。

3.1.2  树立示范样板，突出典型的带动作用。要通过
建立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示范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新经验，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综合示范区。通过示

范，引导农民安全生产，实现以点带面，最终实现蔬菜

的无害化生产。

3.1.3  强化宣传力度，提高生产者的产品质量安全意
识。加强对生产者安全使用农药和生产质量安全重要性方

面的宣传，通过微信、抖音、公众平台等广泛宣传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的意义、生产规程和要求，宣传市场对无公害

农产品的需求和检测制度，把群众的传统生产观念转变到

无公害生产上来，在全镇营造浓厚的无公害蔬菜生产氛

围。无公害生产要求全社会的参与，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

其重要性，在工作中进行广泛宣传，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

现场指导示范，切实提高生产者的安全生产水平。

3.1.4  推行市场准入，建立蔬菜市场准入制度。对农
药在蔬菜生产中的使用进行田间动态监管和残留快速监

测，对农残超标蔬菜产品实行销毁制，禁止入市交易。

3.1.5  运用农产品溯源信息采集系统、数字地图为
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保驾护航。借助农产品溯源信息采

集系统，着力加强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监管，重点对芹

菜、韮菜、豇豆进行安全用药间隔期监管，申请认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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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无公害蔬菜，树立品牌。

3.2  技术措施
在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样板中，病虫害防治始终坚

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按照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

通过举办农民田间学校的推广模式，发展村级植保组

织，加大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培训力度，提

高农民科技素质，做到家喻户晓，形成能解决生产问

题、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农民群体，为综防技术

的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3.2.1  农业防治措施
3.2.1.1  推广设施蔬菜技术，调节生育期和蔬菜营养特

性 。样板区推广大棚蔬菜年种植蔬菜3—5茬，比露地栽培
年增加1—2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增加了农
民收入，通过对控温管理，有效抑制了病害发生。蔬菜种

植前，通过闷棚增温，在高温下起到杀菌作用，另外在大

棚条件下，能促进植株健壮，增强抗病能力。

3.2.1.2  深耕整地，合理轮作，控制病源传播。深耕
可促进落叶和残株在地下腐烂，增加土壤有机质，并将

地下病菌、虫卵翻到地表，不利于其越冬，减少病源和

虫源，轮作能有效防止病害传播。

3.2.1.3  种子处理土壤消毒和育苗移栽 。采用多菌灵
拌种，土壤施用敌克松等种子处理和土壤处理能有效预

防种传和土传病害。育苗移栽能减轻苗期病害，促进幼

苗健壮，增强抗病能力。

3.2.1.4  增施有机肥，科学施肥 。以有机肥为主，重
施底肥，合理追肥，控制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平衡

配方施肥。亩施有机肥1500千克，氮、磷、钾、微量元
素配合施用促进土壤养分平衡供应和蔬菜对养分的平衡

吸收，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病能力。另外亩施40
千克生石灰，预防根肿病发生，在蔬菜采收前20天禁止
施用氮肥，防止亚硝酸盐在产品中积累，影响品质。

3.2.2  物理防治措施
3.2.2.1  推广杀虫灯。利用害虫具有趋光的习性在样

板区安装杀虫灯20盏，每盏灯控制面积3.3hm2亩，共控制

面积66.7hm2，可诱杀鳞翅目、鞘翅目、同翅目等7个目、
15个科、96种害虫，每盏灯日均诱杀成虫1000头，有效
控制虫源基数，提升蔬菜品质。

3.2.2.2  投放黄板。 在斑潜蝇及蚜虫喜食区域，利用
害虫趋黄性，投放黄板18030块，诱杀斑潜蝇和蚜虫，平
均每块黄板诱虫量为1531头，有效控制其危害，并减少
因其传毒而引起病毒发生。

3.2.2.3  其它措施。根据监测结果，在斜纹夜蛾、小

菜蛾发生始期，设置诱捕器进行诱捕，平均日诱蛾38.9
头，控制害虫交配繁殖，减少害虫数量；另外通过晒

种，温汤浸种也能有效防止种传病害发生。

3.2.3  生物防治措施
推广使用对天故无杀伤力，选择使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如生物杀螨剂、杀虫剂中的阿维菌素、白

僵菌、除虫菊；生物杀菌剂中的井冈霉素、多抗霉素、

农抗120、百抗等，保护和利用天敌。
3.2.4  化学防治措施
无公害蔬菜并非不使用化学农药，化学农药是防治

蔬菜病虫害的有效手段，特别是病害流行、虫害爆发时

更是有效的防治措施，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加以使

用，既要防治病虫为害，又要减少污染，使上市蔬菜中

的农药残留量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做到合理使用化

学农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熟悉种类，了解农药

性质，做到对症下药；二是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禁

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三是选用高效低（中）毒、低

残留农药；四是大力推广新型施药机械，减少药害，提

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污染；五是严格依据害虫监测

结果，对处于防治指标以上田块进行防治，但要遵照相

关规定的施药量、施药次数、安全间隔期施药，对未达

到防治指标的田块一般不进行化学防治，做到减少农药

使用，控制农药残留，达到无公害蔬菜生产的目的。

结语：“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食品安

全基础在农业，源头在农产品。提供更多优质、安全、特

色农产品，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发展绿色无公害

蔬菜，加大无公害蔬菜生产的监管力度，建立蔬菜市场准

入制度，树立品牌化效应，体现优质优价，着力打造绿色

无害化蔬菜，才能保障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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