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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鹤庆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鹤庆县农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有关单位：

经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同意，现将《鹤庆县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鹤庆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19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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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方案

一、项目实施意义

为促进鹤庆县农产品电商上行、实现产品质量全程可透明追

溯，可实现产品将地域优势转变为品牌价值，通过以点带面完善

优势加工产品质量安全系建设、改革鹤庆县农产品特别是当归产

品以原料输出为主的产业格局。维护与提升鹤庆现有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及本地加工企业品牌影响力，从而保证消费者权益、公共

利益、政府监管、产地利益、销地利益等多方利益平衡，进而推

动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敢于创新，加快完善优势产品质量安全

溯源体系建设、为鹤庆农产品保驾护航，也为企业品牌塑造提供

帮助，让每一件产品成为鹤庆县的城市名片，落实国家“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鹤庆县产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产品电商上行，

协助打通电商平台的数据通道，推动产品于鹤庆文化深度融合，

打造一张鹤庆独有的城市名片。

二、鹤庆产业发展情况

马厂当归:马厂当归，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特产，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鹤庆马厂归学名当归，又称秦归或云归，因产地在

鹤庆马厂村而得名，是著名的传统中药材之一。清朝光绪二十七

年（1901 年）马厂归自甘肃秦岭引到鹤庆县马厂一带种植，已

有近百年的历史。

耗子洋芋:耗子洋芋是彩云之南特有的老品种，是土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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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种植要求高、周期长、产量少，土豆皮薄质嫩、沙瓤酥软、

淀粉含量高。

柑橘:鹤庆县黄坪镇属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海拔 1260 米

至 1940 米，境内日照充裕，年平均气温 18℃左右，霜期短，热

量充足，土壤肥沃，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柑橘的生长。黄坪镇

的柑橘汁多肉鲜、清爽可口，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全镇共种

植柑橘 3 万多亩，进入盛果期的有 1 万多亩，每年春节前后，便

是采摘柑橘的时候。

蚕丝棉被:鹤庆县是传统的蚕桑产业县，生产的蚕茧具有茧

层率、上车率、出丝率高，解舒好，丝长长，清洁净度好等优点，

属国内优质蚕茧，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在鹤庆县的所有蚕桑

产品中，纯手工加工制作的蚕丝棉被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种。

蚕丝是世界上公认最柔软、最健康、最符合人体“睡眠工学”的天

然纤维，以 100%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鹤庆纯手工蚕丝棉被，具

有贴体、舒适的特质。蚕丝中含有 18 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能

够散发出叫“催眠因子”的细微分子，它可以使人的神经处于较安

定的状态，能帮助您在最短的时间里甜美入梦，所以盖上鹤庆纯

手工蚕丝棉被能够安神镇静、促进睡眠。

三、鹤庆县农特产品情况

（一）粮食产业。以水稻、玉米、大麦、蚕豆种植为主，2018

年预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36.62 万亩，总产 15.56 万吨，平均

单产 382 公斤，是国家级粮食新增产能大县之一，有粮食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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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2 个——鹤庆乾酒有限公司、鹤庆县国有

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二）蚕桑产业。2018 年末全县丰产桑园面积 3.6 万亩，养

蚕户 4940 户，全年养蚕 6.2 万张，生产鲜茧 2692 吨，产值 1.37

亿元，有蚕丝收购加工的省州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1 个——鹤庆

县茧丝有限责任公司。

（三）水果产业。全县水果以河谷地区的柑橘、葡萄、芒果

种植为主，2018 年新植水果 3405 亩，全县水果面积达 4.26万亩，

水果产量 1.3 万吨，水果总产值为 2.8 亿元，有水果种植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 2 个——鹤庆县兄弟果业发展有限公司、鹤庆县高科

园葡萄种植有限公司。

（四）中药材产业。全县中药材种植以当归、附子、红花、

金铁锁、重楼、桔梗、白芨、草乌、药用牡丹为主，其中马厂当

归已被农业部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2018 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 2.95 万亩，产量 4698.1 吨，产值达 2.87 亿元。全县有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个，中药材协会 1 个，州级当归规范化种(养)

示范基地 1 个，有中药材生产和经营企业 4 家。

（五）淡水渔业。鹤庆是龙潭之乡、水域面积宽阔，随着龙

开口、鲁地拉水电站建成，全县总水面达 4 万亩，可利用发展水

产养殖面积 2 万亩。2018 年，水产养殖面积 1.12 万亩，水产品

产量 6403 吨，产值 1.42亿元，藕鱼立体种养殖模式正在探索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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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产业溯源体系建设目标

序号 产业概况 主要经营主体概况 溯源体系建设目标

1

以水稻、玉米、大麦、蚕豆种

植为主，2018 年预计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为 36.62 万亩，总产

15.56万吨，平均单产382公斤，

是国家级粮食新增产能大县之

一，有粮食加工的州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 2 个。

鹤庆乾酒被誉为鹤庆“乾酒、火

腿、猪酐酢”三宝之一，有着厚

重的加工历史和酿酒文化底蕴，

是滇西茶马古道和汉、白、纳西、

藏等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实物

代表，享誉滇西北。鹤庆乾酒酒

体清澈透明，清香纯正、具有酒

曲和麦香谐调的优雅香气。

鹤庆乾酒酒厂基地纳入基础

溯源体系建设。在现有基础设

施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再以

溯源体系的建立帮助经营主

体完善标准化建设，信息化管

理及帮助产品营销创新。

2

2018 年末全县丰产桑园面积

3.6 万亩，养蚕户 4940 户，全

年养蚕 6.2 万张，生产鲜茧 2692

吨，产值 1.37 亿元，有蚕丝收

购加工的省州级重点农业龙头

企业 1 个。

鹤庆县茧丝有限责任公司以鲜茧

收购、加工，干茧销售，白厂丝

加工、销售，桑苗调运，蚕药、

蚕具销售，真丝系列产品开发、

加工销售，桑叶茶、面条、桑葚

加工销售，农产品购销，种桑养

蚕技术推广服务，农业观光服务。

以本地蚕丝为主要原料的相

关加工产品企业纳入品控溯

源体系建设，帮助经营主体实

现产供销管理信息化，进一步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将产品

打造为区域名片。

3

全县水果以河谷地区的柑橘、

葡萄、芒果种植为主，2018 年

新植水果 3405 亩，全县水果面

积达 4.26 万亩，水果产量 1.3

万吨，水果总产值为 2.8 亿元，

有水果种植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2 个。

鹤庆县现兄弟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于黄坪镇，主要以水果、核桃

种植销售等为主。占地规模 2000

亩，旗下还有鹤庆县人和柑橘专

业合作社。主要经营水果经销、

农资的农业相关业务。

将打造当地品牌的产品纳入

基础溯源体系建设，当地合作

社和农户的产品归纳溯源体

系建设，为当地柑橘的外销和

品牌提供系统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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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县中药材种植以当归、附子、

红花、金铁锁、重楼、桔梗、

白芨、草乌、药用牡丹为主，

其中马厂当归已被农业部认定

为地理标志产品。2018 年全县

中药材种植面积 2.95 万亩，产

量4698.1吨，产值达2.87亿元。

全县有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个，中药材协会 1 个，州级

当归规范化种(养)示范基地 1

个，有中药材生产和经营企业 4

家。

鹤庆县马厂天鸿中药材种植有限

责任公司主要以种植、销售当归、

附子等中药材（国家明令禁止的

除外）产品为主。

将当归等中药材纳入品控溯

源体系建设，把外销渠道的产

品率先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

基础差的加工企业或合作社

推进基础溯源体系建设。

5

鹤庆是龙潭之乡、水域面积宽

阔，随着龙开口、鲁地拉水电

站建成，全县总水面达 4 万亩，

可利用发展水产养殖面积 2 万

亩。2018 年，水产养殖面积

1.12 万亩，水产品产量 6403

吨，产值 1.42 亿元，藕鱼立体

种养殖模式正在探索和推进。

经营主体有当地企业及本地农

户，鹤庆县祥盛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主要以家禽、水产养殖等产品

外销为主，部分水产养殖产品打

造当地品牌。

水产养殖企业纳入品控溯源

体系建设一方面帮助企业完

善标准化体系建设，另一方面

完善现有渠道展示信息少，缺

乏信息展示的丰满度与缺少

背书等缺陷；为信息化建设与

产品营销管理提供更多系统

支持。

五、溯源体系建设工作要求

（一）前期准备工作

一是落实品控溯源实施品项与企业名单。二是落实各级政

府与企业之间费用支付分摊或补助办法。三是根据前期调研内

容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及需求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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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方案

一是提交项目初步实施方案，明确各项目单位职责与分工，

组建项目组，明确项目组成员名单及项目职责，沟通协作，共同

推进项目实施相关事宜。二是落实各企业品控溯源项目负责人，

基础溯源项目负责人，组织协调企业进行项目内部培训会议并提

交联系名单，与各企业项目负责人沟通项目实施细节，并制定详

细的项目实施步骤和实施进度计划表，经审核无误后作为项目实

施落地的工作安排依据。三是企业后台基础信息及溯源信息录入

工作，并对企业录入的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进行监督和审核。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

建设,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统筹推进。县级农业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研究部署重大工作,牵头协凋解决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为当地监管追溯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科学编制规划。农业部门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

体系的目标要求、工作重点和工作步骤,结合当地农产品种植实

际,因地制宜地研究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规划,有组

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规划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

核性。

(三）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营造持续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的社会氛围。通过新闻煤体、网站等各种载体,

多形式大力宣传“以生产经营记录为基础,规范生产经营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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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以质量标识为手段,反向追溯生产经营者责任”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义,让广大生产经营者充分认识到作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和义务。通过定期发布追溯管

理信息，提升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的认知度,扩大品牌效应,同时,

积极引导和鼓励消费者主动索要购物凭证,积极溯源维权,放心消

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