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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永久性菜地
不得擅自占用

未来济南的“菜篮子”是个
什么样？实施意见中，济南制定
了相应目标：到2021年底，全市
蔬菜播种、渔业、鲜果生产面积
分别达到155万亩、11万亩和25
万亩，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
年产量分别达到720万吨、50万
吨、5万吨和38万吨；主要“菜篮
子”产品自给率明显提高。

为此，济南将建立永久性
菜田保护机制。依据全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按
照人均0 . 03亩菜地最低保有
量，划定永久性菜田21万亩，优
先将近郊区优质菜田划入永久
性菜田，严格依法保护，不得擅
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确需征收
的，严格执行“先补后征”和“占
一还一”政策。推进永久性菜田
信息化、精准化管理，稳定蔬菜
生产用地保有量，确保面积不
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
升。

同时，济南还将推进规模
化生产基地建设。建设“菜篮
子”万亩标准化生产示范区10
处和千亩（或现代）标准化生产
示范区100处，大力推行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积极推广应用智
能化高新技术，努力建成全国
一流的标准化生产基地。

标准化，将是“菜篮子”园
区的发展方向。济南将引导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菜
篮子”标准化园区建设，打造国
内一流的标准化生产园区400
处，其中蔬菜标准园、鲜果标准
园、渔业标准园（渔业休闲观赏
园）和畜禽标准示范场（小区）
各100处。推行绿色农业标准和
行业规范，强化生产档案管理，

推动“菜篮子”产品标准化生
产，不断提高“菜篮子”产品的
品质和安全水平。

从田头到餐桌
全过程可追溯

餐桌上的安全，是市民关
注的焦点，这方面的实施意见
中也有规划。首先是落实农
药生产经营许可和高毒限用
农药禁销制度，建立农业投
入品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加
强质量检测体系和检测能力

建设，全面推行“菜篮子”产
品 产 地 准 出 和 市 场 准 入 制
度。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质量
安 全 协 管 员 队 伍 的 监 管 作
用，以农资监管、农产品追溯
与质量监测“三大平台”为依
托，建立市、县（区）、镇（街

道）、村、生产基地（标准园）
五位一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监测网络体系，实现“菜篮
子”产品质量从田头到餐桌全
过程可追溯，确保城乡居民生
活消费安全。

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还
要有畅通的销售渠道。为此，济
南将强化“菜篮子”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菜
店、菜市场等零售网点及物流
配送中心建设，完善交易厅、
质量检测、冷藏保鲜等配套
设施。搞好“菜篮子”产品生
产、流通、营销等环节的对接
整合，大力发展会员定制、电
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畅
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加快推进“菜篮子”直通车进
社区工作。

特色“菜篮子”产品
将有试点险种

济南市财政也会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重点支持“菜篮子”
基地园区建设及主要“菜篮子”
产品生产储备保障基础设施建
设，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引进、种苗繁育、
产地批发市场及冷链流通体系
建设等。

同时还会严格征缴新菜地
开发建设基金，征缴资金全部
用于“菜篮子”工程建设；征用
其他土地按照规定计提用于农
业开发的土地出让金，要优先
用于“菜篮子”工程建设。

在保险方面，济南会完善
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增加特
色“菜篮子”产品试点险种，提
高参保品种、比例，健全风险分
散机制。

同时，还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菜篮子”工程建设，各县区
要结合实际，加大资金投入，保
障“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

2211万万亩亩土土地地
将将成成永永久久性性菜菜田田
确保用途不变，让“菜篮子”更丰富安全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各种菜、果、鱼、肉、蛋、奶，“菜篮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好坏，直接关系
到市民的生活品质。日前，济南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菜篮子”提质增效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让济南的“菜篮子”更丰富也更安全。

现在，市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菜篮子”越来越丰富。(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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