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关键控制点分析及

应用研究 

万东光（丽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323000） 

摘要：丽水是浙江省食用菌的主要产区，出口货值占整个浙江省出口食用菌的 60%左右。近

三年来，出口食用菌持续增长，出口货值年均增幅超过 45%，但食用菌也是日本及欧美等主

要贸易国家和地区重点关注的产品，农药残留、重金属等质量安全隐患时刻威胁着食用菌产

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单纯的食用菌基地管理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丽水检

验检疫局在出口食用菌全过程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了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区示范区创

建的关键控制点，并将该理论用于成功建立了龙泉、庆元两个国家级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

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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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检验检疫局从 2002 年开始在食用菌行业推行基地管理，本着“先发展，后规范，

边摸索，边推行”的思路，坚定不移的推进食用菌基地建设。针对丽水食用菌特点，先后出

台了《出口食用菌管理办理》和《出口食用菌过程监督检验检疫实施细则》，有力的推动了

丽水出口食用菌基地建设。2007 年，丽水拥有 52 个基地 5312 万袋左右的规模。初步建立

了涵盖各大主要出口品种的基地管理体系，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食用菌标准化栽培基地。

如当时的丽水百兴公司、丽水天和公司所建立的基地引起日方的高度关注，日本物产情报杂

志对这两家公司的基地做了长篇报道。 

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丽水局已经形成了一套“丽水局”特色的食用菌监管体系。“两

清一控”、“溯源体系建设”、“两过关”、“回头看”、“三抓一促”、“两治理两强化

两提升”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出口食用菌的安全，出口食用菌不合格

检出和国外通报数量逐年减少。 

一、对出口食用菌种植、加工、包装及销售实施“三维立体式”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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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定食用菌示范区质量管理体系的关键控制点 

CCP1：健全的组织结构体系和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该 CCP 点体现了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八大管理原则的领导作用和全员参与。食品安全是一项全民工程，食品安全工作涉及

多个部门，即便是十八大以后，食品安全职能基本划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是食品接触

材料、环境监测、标准制定等工作还都在别的部门，所以任何时间食品安全的保障都需要各

个相关部门精诚团结、通力合作。而保证这些最重要的就是领导作用，领导作用是保证健全

的组织结构体系和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的基础。 

CCP2：健康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示范区是以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域建立的，

首先，该区域要具有相关农产品种植生产的人文环境，农民要接受这种农产品，而且要精通

种植，其次，该区域的自然环境要健康环保，要有适合该种农产品生长的土壤，对于农产品

安全的大气、水源等。 

CCP3：科学有效的化学投入品管理体系。不管是对于任何地域、任何农产品，化学投

入品的管理都是重中之重。这里的化学投入品是指的广义的化学投入品，包括农业化学投入

品和食品添加剂。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化学投入品管理体系，最重要的就是正确认识化学投入

品，其实，农业化学投入品在人类种养殖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人类温饱问题做出了重

大贡献，食品添加剂也推动了食品行业发展性的变革，对待化学投入品，不能犯“左倾”或

者“右倾”的错误，化学投入品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用的“人”，所以要有严格的化学

投入品的管理制度保证对化学投入品的有效控制。 

CCP4：质量安全的食用菌菌棒。食用菌菌棒的控制是食用菌产品所特有的，菌棒即是

食用菌生长的土壤。如果说食用菌产品安全的源头是食用菌基地，那么食用菌基地安全的源

头就是食用菌菌棒。前面提到：食用菌培养料涉及木屑、麦麸、蔗糖、石膏粉等，这些原辅

料有可能存在重金属污染或者存在农残。经过检测，我们在部分木屑中检出大量的铅，在麦

麸中检出农残，而且菌棒在制作过程中还会涉及化学投入品的使用。 

CCP5：健全的食用菌检测网络。检测虽然只是一种验证手段，但是对于一个示范区来

说，检测网络有助于整个区域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示范区可以建立以政府公共检测平台为

中心各个生产企业为分支的检测网络，互补共享健全的检测能力。 

CCP6：高效的培训宣传机制。意识决定行动，食品安全意识在食品安全中至关重要。

一方面要注重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让老百姓知道食品安全的涵义和重点，如让出口基地管

理人员、生产人员知道日本对甲氰聚酯、氯氰聚酯等的关注，欧盟对于多菌灵、镉等的通报

限量；另一方面注重食品安全意识的培养和传播，尤其是关注一线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的提

高。 

四、龙泉、庆元两个出口食用菌示范区创建要点 

（一）良好的创建环境。龙泉市自然资源丰富，素有“浙江林海”之称。庆元山清水

秀，环境优美，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龙泉市是世界香菇栽培发源地、中国

黑木耳之乡、中华灵芝第一乡、中国食用菌十大主产基地县、全国食用菌文化产业建设先进

县和浙江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食用菌产业强县。庆元县人工栽培香菇的历史至今已有 800

多年，素有“中国香菇城”、“中国香菇之乡”等美誉。 “庆元香菇”2012年品牌价值达 45

亿元，名列全国食用菌类品牌首位，是名符其实的浙江省农产品第一品牌，中国食用菌第一

品牌。 

（二）组织结构体系健全。龙泉市、庆元县政府分别成立了以分管副市（县）长为组

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农业局、经信局、质监局、工商局、食用菌重点乡镇等。两地

政府分别出台了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方案，理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各项目标任

务和具体措施，并将各项建设任务细化分解到相关部门，形成了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良好

工作局面。 



 

 

（三） 完善各个食用菌安全关键控制点。 

1、构建以丽水检验检疫局食品检测实验室为中心、出口企业检测室为辅助的出口食用

菌检测网络。一是帮助企业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按照 ISO/IEC：17025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的要求，从人员、设备、物料、法规、环境各个环节健全企业实验室的管理制度。二是帮

助企业改善实验室检测流程。三是帮助企业提升实验室检测人员素质。 

2、以菌棒集约化生产控制菌棒安全。从 2011 年开始，龙泉市政府发放专项资金扶持

菌棒集约化加工厂，两年建成菌棒集约化加工厂 40个，年集约化加工菌棒 10000 万棒。庆

元县政府2012年3月下发《食用菌菌棒工厂化生产扶持政策》，补助食用菌菌棒工厂化生产，

现已建成 55个菌棒生产厂，菌棒生产能力达 5500万袋。两地政府制订出台了《食用菌菌棒

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和菌棒厂管理制度，规定了食用菌菌棒工厂化生产的培养料配方、原

材料选择，菌棒制作过程中的拌料装袋、灭菌、冷却等生产技术要求，完善了生产过程台帐

制度，提高了菌棒生产标准化程度，确保了菌棒生产过程质量安全。 

3、管好化学投入品，投入无违禁。龙泉市农业部门每年制定农业化学投入品（农药、

消毒剂）质量监督计划，对市场上销售的农药、消毒剂、食用菌原辅材料进行抽检和巡查监

管。检验检疫、质监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备案制度。庆元县成立农资配送中心，制定《农资

店建设规范》、《农资质量保证制度》，签订承诺书，建立农资销售台账，并定期进行抽检。

龙泉市还成立了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咨询中心，下设进出口组、种植加工组、市场流通组等

等，旨在帮助企业、农民等科学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 

4、建立田间教育中心，传播食品安全意识。积极开展田间教育，以出口食用菌基地为

平台搭建“田间教室”，形成强有力的食品安全意识辐射中心，龙泉、庆元两县市已经建成

5个田间教育培训中心。龙泉市制定“百场万人”培训计划，组织分层次的技术培训班，采

取市级培训各乡镇（街道）特产员、产业农技员、食用菌生产基地管理人员，再由这些人员

培训农户的方式，扩大培训范围，将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到农户，切实提高农民生产水平，

2011-2012两年共举办培训班 100期，受训人数 10000多人次。 

五、龙泉、庆元两个出口食用菌示范区创建成效。 

通过示范区的建设，市内所产食用菌出口量价齐升。龙泉食用菌在国内进一步确立并提

升品牌地位，同时打开国际市场，出口量逐年增加，2011 年龙泉市食用菌出口 389 批，金

额 4204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6.7%和 54.4%，并实现了出口金额连续三年增幅都在 50%以

上、2010年高达 170%的业绩。庆元县 2009-2012年出口食用菌金额平均增长 45.92%。2008

年以来，龙泉、庆元出口食用菌不合格率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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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山东模式”是一个好模式，但对丽水来讲，由于没有山东那样成片的出口基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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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推成本高，而且受益面受限。丽水食用菌种植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千家万户，门

前屋后的种植方式，且种植区域多在山区，种植面积分散，未能连成片，这与北方食用菌规

模化种植及其它蔬菜类种植存在差异性。所以，丽水要学，只能学它的精神和思路，再结合

丽水实际和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开创一个有丽水特色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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