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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着农业本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国

民经济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农业种植环节中，关注职业健康安全、员工能力提升、公平

贸易、减少浪费、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排放等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围绕CCFA2023年1月1日发布的《食用农产品供应商生产评价要求 植物类》团体标准的框

架，结合了国内果蔬种植农场的管理经验，给大家阐述了农业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并且主要从

影响、要求与最佳实践三个维度来进行说明。本文内容涉及了可持续发展中的重点内容，如职业健

康和安全、员工培训及能力提升、公平竞争、减少浪费、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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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健康和安全

影响：

职业病不是工业生产的“专利”，从事农业生产同样也会产生与职业相关的疾病。由于农民多

数属于个人种植，患职业病只能自己买单，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重视可能会

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不注意预防，导致患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二是不考虑此病因导致的临床误

诊，贻误治疗。农民常见的与职业相关的疾病包括“中暑”、“农药中毒”、“大棚病”、“关节炎”等，

其中一部分属于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如中暑、有机磷农药中毒等，一部分

属于广义上的职业病，如“大棚病”、“蘑菇肺”、“关节炎”等。

 

图1  农民职业相关的疾病图1

案例1：男性患者吴某，57岁，由于在高温下喷洒农药导致“急性有机磷中毒”收住十堰市中医

医院，入院时患者出现神志模糊、头晕乏力、呼吸不畅、恶心呕吐等症状，血液检查胆碱酯酶为

628U/L（正常值为5000-10000U/L）。患者情况危急，立即送入ICU救治。

医生了解病情得知，患者在高温下连续劳作4个多小时，且为了散热脱掉衣物，裸露皮肤达

60%以上。最初患者感到恶心头晕，以为是中暑症状没有在意，随着症状加重感到视物不清、呼吸

困难时才停止劳作，直到出现休克症状，才送入医院2。

案例2：山东大学医学院对大棚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地不少农户都有“大棚病”的症状，

却不知道自己得病。如当身体出现以上不适时，以为“累了，要休息一下”的占83.3%，表示要“看

医生”的只占2.6%，53.8%的大棚种植户认为“大棚小气候”对自身健康“完全没有影响”。3憋气、

腰酸背痛和经常感冒，是“大棚病”较轻的3种表现形式。腰酸背痛是其中发生率最高、最典型的症

1　左图来自网络，右图来自新华社

2　十堰中医官方微信号微信号：bgs8781061

3　参考文献：农业职业病亟待“防火墙”，农村大众数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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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患病率随着农民大棚种植年限、每天在大棚中的时间和一次性在大棚中的时间的增长而增加。

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蔬菜大棚作业人员在一年内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 ( WMSDs) 的综合发生率

为 87.5%。4

图2  大棚作业农民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WMSDs）各部位发生率5

要求：

（1）生产企业提供员工的健康体检、健康证明或职业病监测报告；员工定期接受健康与安全

培训，并保存培训记录。

（2）作业环境设置警示标志，减少或避免对员工造成物理性伤害。生产场所配备必要的劳动

防护设备和设施。

（3）制定安全事故处理程序，配备灭火设施或喷淋装置，在生产场所关闭期间配备警报装

置、保安等安全保卫措施。

特别提醒：小农户种植建议参考以上要求实施。

良好实践：

（1）员工每年至少1次健康体检，直接接触果蔬产品的人员提供健康证明，保存健康和安全培

训记录。

4　参考文献：《蔬菜大棚作业人员肌肉骨骼疾患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5　数据来源：《蔬菜大棚作业人员肌肉骨骼疾患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员工职业安全及可持续发展

3

 

图3  健康管理良好实践图6

（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备常用的劳保用品,如急救箱或急救包等。

图4  警示标识和急救设施良好实践图

（3）制定安全事故处理程序，张贴紧急联系方式，配备常用的消防设施，如建立微型消防站等。

  

图5  紧急联系方式和急救设施良好实践图

6　左图来自新华社（漫画）科学体检，右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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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员工培训及能力提升

影响：

目前，我国的农业存在“70后”不愿种地，“80后”、“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谈种地的现

状。随着农业种植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发展，种植人员的能力亟待提升、传统农业

种植思维尚需转变。2017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提出

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目标，目的是在于建设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

 

图6  农业种植现代化示例图7

要求：

生产企业制定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不定期组织员工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支持员工参加外部学

习活动，并保存员工培训记录。同样适用于小农户种植管理时加强自身培训和学习。

良好实践：

（1）充分利用自媒体及网络资源，采用多途径、多方式鼓励员工或种植户积极参加培训，如

课堂教授法、实地操作法、远程教育法、在线教学法。

 

图7  标准培训、专项培训和持续培训结合实践

7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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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当保存培训的相关资料信息，如培训录像、照片、记录等。

  

图8  培训照片和档案记录保存

3.公平竞争、腐败与贿赂管理

影响：

商业贿赂违反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触犯法律；同时，不公平的

竞争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企业或种植户的合法收益。

案例1：云浮市新兴县一起水果收购商在下乡收购应节水果的过程中，受到了当地村民（3名青

年男子）的语言威吓和恶意阻挠，他们声称，不准其以正常价格在他们的“地盘”收购相关物产，并

扬言“如果再来收购，将采取更激进的手段进行阻挠”。经调查取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发现苏某曾

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多次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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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经新兴县人民法院的初审判决和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作出苏某赔偿经济损失人民

币24034.05元给上诉人的判决。

案例2：隆德县人民法院审理结果认为，五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国家蔬菜补

贴资金。李某1骗取补贴资金38600元，数额巨大，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李某3、张某

1、张某2骗取补贴资金8000元，李某2骗取补贴资金6600元，数额较大，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虽然案发后五人积极退缴赃款，但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分别判处六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

徒刑并宣告缓刑，并处罚金，犯罪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案例3：2011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间，重庆恒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名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最城，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代正蔬菜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代正为谋取成为基地菜

供货商、争取相对稳定的供货并增加品种、入围促销活动、在质量监督管理上寻求照顾等不正当利

益，向时任重庆百货超市事业部生鲜类商品采购经理李某行贿共计102.5万元。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韩最城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

元。李代正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要求：

（1）生产企业不得设置排他性、选择性、强迫性合作障碍，不搞针对性营销宣传，不诋毁竞

争对手。

（2）生产企业要建立贿赂、腐败或其他不道德的商业活动管理政策，并将商业道德政策传达

给所有相关方。

良好实践：

建立商业合规管理准则或规范，明确商业合规的要求；签订《反商业贿赂承诺书》，规避贿赂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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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行为准则和承诺书8

4.减少损耗和浪费

影响：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朱明大致测算，中国果蔬产品在“最

先一公里”的损耗率高达15%-25%，果蔬的损耗相当于1.2亿亩耕地种出来的产品浪费掉了。传统

的“最先一公里”加工是通过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来做的，但真正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做“最先一公

里”初加工的却很少。美国农产品采后预冷率为60%-80%，而中国目前只有5%。9

要求：

（1）采收期管理：采收过程充分考虑果蔬产品的生长特点、质量特性、成熟度和其他特性，

配置适宜的采收器具，降低产品的机械损伤。

（2）运输与储存管理：选择适宜的储存设施或设备，保障果蔬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减少储

存、装卸和运输过程中的搬运、摩擦、碰撞，禁止粗放或野蛮作业；运输过程各环节应能实现最短

时间完成。

（3）统计与改进：根据果蔬产品的类别差异制定在种植、分级、包装、仓储及物流过程中适

用的损耗率标准，并建立损耗统计方法。

（4）周转筐使用：选用可以避免运输过程中致使果蔬发生损伤的周转筐，循环利用果蔬周转筐。

良好实践：

（1）根据果蔬产品的生长特点、质量特性、成熟度和其他特性，制定其采收标准，如根据果

品销售远近决定香蕉产品的采收标准。一般销往国外，果实饱满度可掌握在7-7.5成采收；省内或

本地现销，饱满度可达9成才采收；销往长江以北省市，可在7-7.5成饱满度采收；销往长江以南省

市，饱满度可在7.5-8成采收。

8　图片来源于网络

9　首届数字农业50人论坛发言和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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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香蕉采收期标准和产品标准10

（2）根据企业或种植户条件及产品的特点设置气调库或保鲜库，采收后的果蔬产品做好田间

散热，及时进行采后入库预冷，最大限度延长果蔬生理周期，降低烂果率，延长贮藏期。

（3）运输与储存管理过程中对存储设施进行适当防护，如采收梨或红富士苹果入气调库专用

设施内衬、包装用网套和托盘。

 

图11  采收后及运输防护性存储

（3）选用可以避免运输过程中致使果蔬发生损伤的周转筐，并在生产中循环利用。

 

图12  果蔬储运周转筐使用示例

10　采收时期参考《香蕉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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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多样性保护

影响：

生物多样性，除了指不同的生物种类外，还包括生态系统构成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同样

的生物，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栖息、生长、繁殖方式，也属于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内容。“橘生

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说明橘子这种植物因环境产生的多样性。破坏生物多样性，就可

能会破坏生态平衡，甚至物种的灭绝或消失。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联合国大会于2000年

12月20日通过了第55/201号决议，宣布每年5月22日，即《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之日为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

 

图13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11

案例1：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三次物种大灭绝事件，《科学进展》杂志发表文章表

述地球已步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图14  地球历史物种大灭绝事件12

11　左图来自中国科普博览，右图来自2008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封面

12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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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遂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被告人陈某某自愿交纳的生态修复补偿金人民币20000元，上缴国库。

要求：

（1）保持生产区域所有原始森林、红树林、湿地、泥炭地、受保护的草地和法定保护区内处

于原始状态。

 

图15  原始森林和红树林13

 

图16  受保护的草地和湿地14

（2）清理草地或砍伐次生林，保护区附近或保护区内耕作活动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

（3）制定保护和促进农场自然栖息地的措施，将低生产力区域恢复为自然栖息地。

（4）制定动植物保护计划，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和习俗防止非法采挖、偷盗、捕猎、捕捞生产

区域内包括本地物种、稀有物种、受威胁物种、濒危物种在内的动植物。生产中避免引进、培育和

使用有入侵风险的物种。  

13　图片来源于网络

14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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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禁止非法采伐、采集、狩猎、捕捞图15

为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管理和防治，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2013年2月1日，农业部发布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物种名录（第一批）》（第1897号公

告）。该名录包括节节麦、紫茎泽兰、水花生（空心莲子草）等52种已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物种，涉及植物21种，动物26种，微生物5种。

  

图18  基本农田常见入侵植物物种：节节草、蒺藜草、苋菜16

15　图片来源于网络

16　图片来源于中国植物图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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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实践：

（1）制定栖息地和生态保护管理程序，含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图19  栖息地和生态保护管理程序

（2）实施生物多样性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

图20  种植基地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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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小生态环境改善，益虫种群数量增多。

  

图21  田间益虫：螳螂、七星瓢虫、赤眼蜂17

6.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影响：

温室气体指的是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

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温室气体的作用是指能使地球表面变得

更暖，类似于温室截留太阳辐射，并加热温室内空气的作用。这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变得更温暖的影

响称为“温室效应”。对农牧业的影响包括：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温危害严重；因气

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而加大早春冻害；草原产量和质量有所下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

损失增大；病虫害发生加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施肥量施药量增加。

地球大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有水汽（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

（CH4)和臭氧（O3)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发布的《2006年IPCC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包括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NF3)、五氟化硫三氟化碳、卤化醚。根据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

T 32150-2015)，列入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

六氟化硫与三氟化氮。

17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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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地球大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18

案例：1982年6月18日重庆下了一场pH值为3.9的强酸雨,某乡上万亩水稻叶片迅速变成赤色,

一场灾害产量损失80万斤。酸雨大棚实验也证明，强酸雨将导致叶面产生赤色伤斑。另据科学家

试验后估计我国南方七省大豆因酸雨受灾面积达2380万亩，减产达20万吨，减产幅度约6%，每年

经济损失1400万元。19

要求：

（1） 收集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要求。

（2）识别农事活动过程中的能源来源，量化能源需求，采取有效措施测量和监测农场的温室

气体排放。

（3）采取有效措施优化能源使用效率、预防或减轻空气污染；积极寻找和使用清洁、可持续

的可再生能源。

良好实践：

（1）收集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农场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18　图片来源于创头条-温室气体的影响和种类

19　参考中国科普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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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2）制定了农场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提高农业生产、转化、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效率，严格按照“农机节油流程及计划”提高农机设

备燃油效率，减少农机燃油消耗。

鼓励农场员工或种植户参与植树造林活动。同时，在农事操作中要减少对农田周边环境的破

坏，保护林地草地资源。

坚持测土配方施肥，提高氮肥利用率；推广施用长效肥和控释肥。

节约用电，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减少办公室用电及公车的使用，照明用具选择。

实施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电、节油、节煤、节粮。

识别农场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农事活动，并形成记录档案，减少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