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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

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围绕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和

目标任务，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促进产业兴旺，支撑农业农村绿色

发展，保障乡村生态宜居，助推乡村有效治理和乡风文明进步，需要农

业标准的推动和规范。有好的标准，才有好的产业，产业的发展促进农

民的收入增加，使农民生活富裕，才能促进乡村振兴。因此，农业标准

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期标准化引领乡村振兴动态报告包含国家动态和陕西省动态两个

部分。国家层面主要介绍我国国内首个香菇品质分类标准发布、农业农

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2023 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的通知等内容。陕西省层面主要介绍

陕西省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集中开工、省农业农村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成立、西安市征集 2023 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等内容。以上标

准化动态为加快我国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推动相关标准化研究机

构建立，促进我国标准化事业飞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省乡村振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乡村振兴领域的标准化专门

委员会，通过总结梳理 2023 年度国家层面和陕西省及高校层面乡村振

兴标准化领域的工作成效，学习乡村振兴标准化工作的典型经验，及时

发现乡村振兴标准化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于更好地制修定乡村振

兴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制修订乡村振兴领域急需标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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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层 面

           进 展 情 况

国内首个香菇品质分类标准发布

近日，由湖北省食用菌协会发布的《干香菇品质评价规范》正式实施。

这是国内首个对香菇品质进行分类评价的标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香菇产销量不断提升。但是，由

于香菇评价分级指标较为单一，致使香菇加工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不稳

定等短板凸显，严重制约了香菇精深加工。

目前，我国干香菇的评价分级多以外观形态为主要指标。《干香菇

品质评价规范》首次将以蛋白质含量为主的营养指标和以粗多糖含量为

主的功能指标纳入评价范围，丰富了现有香菇分级标准，有利于香菇新

品种选育和香菇加工原料专用化，对香菇由传统农产品转型功能性农产

品具有重要意义。该标准由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香菇

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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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农 村 部 农 业 资 源 环 境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成 立

2 月 14 日，农业农村部农业

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标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农业农村

部相关司局单位负责人和标委会全

体委员参会。

据介绍，标委会主要从事农业

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标准起草和技术

审查等工作，将重点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标准质量管理，优化完善

标准体系，健全标准管理制度，完

善项目立项、过程审查、效果评估

等环节管理，全面提升标准制修订

质量。二是强化标准宣传推介，规

范开展标准科普和宣贯，提升社会

各界对农业资源环境标准的认知认

同。三是强化支撑服务能力，以标

准制修订为抓手，组织业内专家和

技术骨干，研究开发一批优质安全、

节本增效、生态友好的技术产品，

集成熟化一批典型技术模式，科学

开展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开创农

业资源环境标准化工作新局面。

标委会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及省级从事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

行业管理的 32 名专家组成，秘书

处承担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

与资源保护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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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 年国家标准立项指
南》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推

动落实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要求，深入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和《“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做好 2023

年国家标准（含标准样品）立项工作，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

标准体系，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出以下要求和工作重点：

一、总体要求

 1. 推动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

 2. 加强科技创新成果向标准转化

 3.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标准有效衔接

 4. 稳步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

 5. 强化国家标准有效供给

二、立项重点

（一）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围绕安全风险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快重点领

域亟需标准制修订。推进支撑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

结论和复审结论为修订的标准项目立项。例如初级产品安全标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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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种苗）及种畜禽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战略性矿产资源安

全及其他行业相关标准。

（二）推荐性国家标准

落实《纲要》提出的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标

准化水平、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加快城乡建设和社会建设标准化

进程等部署要求，推动标准化工程和行动的落地，2023 年重点支持包

括农业农村领域中土壤质量及监测评价、种子（种苗）及种畜禽、动植

物疫病防控、节粮减损、农业社会化服务、智慧农业、农产品质量分级、

农产品包装储藏及流通、产业帮扶等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农业投入

品质量、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

效益评估等绿色农业与生态安全标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乡村治理、新型城镇化等农村领域标准及其他领域和相关行业

推荐性标准。

（三）国家标准样品

绿色生态、农产品、食品消费品、生物技术、有色金属、新材料、

能源等重要支柱产业和新技术领域标准样品。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及检

测方法标准所需的通用标准样品、纯度标准样品和基体标准样品。配套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污染物、致病性微生物、食品添加

剂等食品领域通用标准、检验方法标准和产品标准实施应用的标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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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进 展 情 况

P A R T 2  陕 西 省 进 展 情 况

陕 西 省 3 0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我 省 2 0 2 3 年 3 0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活 动

在 位 于 杨 凌 示 范 区 的 中 国 杨 凌 耕 地 保 护 与 质 量 提 升 创 新 中 心 举

办 。 据 了 解 ， 我 省 2 0 2 3 年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项 目 由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负 责 推 进 ， 省 地 建 集 团 承 担 全 省 1 0 个 市 2 0 个 县 3 0 万 亩 的

示 范 项 目 创 建 ， 预 计 可 新 增 粮 食 产 能 4 5 0 0 万 公 斤 。

  目 前 ， 省 地 建 集 团 建 立 起 全 省 高 标 准 农 田 规 划 设 计 、 技 术

研 发 、 施 工 建 设 、 建 后 管 护 、 日 常 运 营 一 体 化 技 术 建 设 模 式 。

由 中 国 杨 凌 耕 地 保 护 与 质 量 提 升 创 新 中 心 、 陕 西 省 高 标 准 农 田

质 量 技 术 中 心 负 责 高 标 准 农 田 技 术 研 发 、 标 准 制 定 、 质 量 控 制

及 日 常 监 管 等 。 省 地 建 集 团 下 属 的 土 地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院 负 责 开

展 “ 耕 地 质 量 普 探 与 修 复 工 程 ” 并 进 行 耕 地 质 量 “ 体 检 ” ， 实

现 “ 一 地 一 策 ” 和 “ 以 技 保 粮 ” ； 土 地 勘 测 规 划 设 计 院 负 责 高

标 准 农 田 勘 测 、 规 划 设 计 、 产 能 评 估 等 技 术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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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农 业 农 村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成 立

2 月 27 日，陕西省农业农村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西

安召开。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沈黎萍，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张盈安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宋艺

光参加会议。

沈黎萍代表省市场监管局对

省农业农村标委会的成立表示祝

贺，她强调，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推动农业农村标准化的重

要性，在深刻认识新时代发展新阶

段新规律新任务基础上，有效运用

标准化手段，提升我省农业农村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围绕中心大

局，发挥标准技术赋能农业发展的

保障作用，牢牢把握农业农村标

准化工作的主攻方向，坚持绿色发

展，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供给；

三是强化服务意识，高标准推进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进程，全面做好

农业农村标准化建设的管理服务

工作，在农业农村的标准咨询、宣

贯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为加速推

进我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夯实标

准底盘、强化技术支撑、打造智慧

引擎；四是坚持统筹协同，提升标

准供给能力推进质量一体化建设，

加强同其他提供质量支撑的专业委

员会、技术服务机构协同配合、共

治共享，有效促进质量要素的及时

融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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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市 征 集 2 0 2 3 年 地 方 标 准 制 修 订 项 目

2 月 7 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

在全市征集 2023 年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旨在提升全市标准化工

作水平，以标准化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

此次制修订项目的立项重点

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

农业全产业链技术创新、生态循环

种植养殖、智慧农业、乡村振兴、

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农业农村领域方

面标准；家政服务、城乡社区服务、

托育服务、儿童健康服务、养老服

务、残疾人服务、等服务业领域方

面标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保护

修复、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保

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绿色发

展、绿色生活等生态文明领域方面

标准；新一代人工智能、“互联网 

+”和大数据、数字经济、平台经

济等新业态新模式领域方面标准；

行政管理、行政执法、政务服务、

机关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险、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垃圾分类、

制止餐饮浪费等社会治理领域方面

标准。

以下五个方面项目将优先立

项：西安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

工作项目；通过技术措施管理的公

共事务并运用地方技术规范实施宏

观调控、市场准入和行政监管；优

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生活品质

环境、“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

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标准；硬科技“八

路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主导产

业、军民融合项目；直接采用国际

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或团体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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