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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蔬菜果品行业协会是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成立的。协会的发起单位是

我市最大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江苏无锡朝阳（集团）有限公司，

成员为各县（市）区、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推广站、民营农业科技企业以

及批发市场的运销户、经营户。目前共有团体会员 31 家，个体会员 19 家，

会员人数 1379 人。 
为更多更好地接受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的指导，加快协会的培育发展，协

会于 2004 年 8 月，向无锡市工商联申请，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无锡市

总商会。 
协会成立一年来，依据《无锡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条例》的有关规定，

端正工作思路，紧扣办会宗旨，围绕中心工作，积极配合政府，有序开展活

动，协会工作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一、端正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制订活动计划，使协会工

作制度化、经常化。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

协会，将会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但要从传统的管理

模式转到国际惯例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操之过急”和“无

所作为”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协会“找准位置、明确路子、迈

好步子”，去有所作为。但这个作为不是去抢政府的权，也不是去当“二政

府”，而是通过服务——服务社会、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来规范行业行为，

加快行业发展，提升行业形象。 
认识统一后，我们在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讨论制订了本届理事会的工

作目标，并按“每个季度都有活动，每次活动要有重点”的要求，制定了 2004
年全年活动计划。计划中，把加强会员沟通、构筑信息平台、组织参观学习、

举办业务培训、制订行规行约、年终总结表彰等项工作，具体到月，落实到

人，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得到了全体理事的认可，也获得了市经委、市

民政局有关领导的好评。 
此外，针对协会会员分散、生产经营活动大部分在田头、市场的特点，

协会还确立了二项常规工作为会员们服务：一是在每周二《华东信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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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版开辟专栏，定期发布批发市场蔬菜果品价格行情；二是不定期编

印《蔬菜果品通讯》，通报协会动态，介绍会员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提供

产销信息，分析市场走势，宣传科普知识，深受广大会员欢迎。最近，市经

贸委贸易市场处的领导找我们商量，要划拨部分资金和协会联办《蔬菜果品

通讯》，增加新内容，扩大信息量，发至市、县（区）四套班子的领导和相

关职能部门，为各级政府抓好食品放心工程提供一手资料。 
二、根据行业特点，发挥协会优势，配合职能部门，抓好无公

害农产品的安全质量管理。 
无锡蔬菜果品行业协会是一个跨地区跨产业的专业技术协会。既有一般

行业组织的共性特点，又有本行业的个性特点：一是蔬菜果品的生产以农户

家庭为基础，协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二是蔬菜果品的消费对象是社会

每一户家庭、每一个居民，其产品的质量、卫生、安全状况如何，关系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营养。因此，消除蔬菜果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确保

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营养，是政府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的重点难

点问题。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发挥协会优势，配合政府抓好蔬菜果品的安

全质量管理。 
一是发挥专业人才优势，参与制订无公害农产品安全质量地方标准。 
为使广大农户系统地掌握栽培技术，从源头防止和减少污染，应市农林

局的邀请，协会选派部分具有农艺师、高级农艺师职称，有长期基层工作经

验的理事，参与制订了十多种符合本市生态实际的无公害蔬菜（果品）生产

技术规程和安全质量标准。其中，青菜、菠菜、苋菜、蕹菜、茭白、百合和

宜兴萝卜、马山杨梅的生产技术规程已经市质检局批准施行。这些规程和标

准，对生产基地的环境要求、土壤水质要求、化肥农药使用要求，以及作物

播种、茬口安排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使地产蔬菜瓜果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健

康标准”，也为农户生产优质、高档蔬菜瓜果提供了统一规程。 
二是发挥管理网络优势，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销售安全责任制。 
化肥、农药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生产要素，同时也是最

易造成农产品污染和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两个重要因素。为了把这种污染以

及污染带给人体的危害降到最低，我们发挥协会团体会员中各级农业服务中

心、农技推广站业已形成的管理网络和管理职能的优势，通过和农户签订《无

公害标准生产和销售蔬菜（瓜果）协议》的形式，让每个农户对化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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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和蔬菜瓜果的安全质量作出承诺。《协议》明确规定：农户种植蔬菜

瓜果应严格遵守安全技术规程，详细记载化肥农药使用情况，建立使用记录

和检测台帐。一旦发生农药残留超标，将无条件销毁超标产品，并取消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销售资格，对消费者产生危害及有后果的，承担一切经济和法

律责任。这项工作由于要求严格，责任明确，效果非常显著，得到了政府职

能部门的一致好评。 
三是发挥批发市场优势，组织对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检测员业务培训。 
无锡朝阳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是协会团体会员无锡朝阳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不仅承担着对全市蔬菜副食品的集散功能，而且

受市政府委托，还承担着对全市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功能。也就是

说，只要是从朝阳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出去的蔬菜，凭当天市场成交单可直

接进入各农贸市场“放心菜区”销售。为加强对农贸市场农民自产自销蔬菜

农药残留的检测，协会会同市工商局于今年 6 月 2 日—23 日分三次对全市镇

以上农贸市场的专职食品安全检测员、工商市场专管员进行了“蔬菜农药残

留速测培训”。参训人员达 300 多人。无锡朝阳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检测室

主任王仁茂在讲授中，不仅对无公害农产品的基本知识、蔬菜农药残留超标

的原因及危害作了通俗的讲解，还用Ⅰ、Ⅱ号速测灵对叶菜、番茄、黄瓜等

蔬菜作检测示范，培训气氛十分活跃。培训结束，市、县工商局的同志还希

望协会能将培训扩大至村级农贸市场的同志，使“放心菜”的检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三、制订行规行约，建立自律机制，加强行业管理，对实用农

产品实施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安全质量管理。 
我国食用农产品的加工，从它的供给结构看，是由千家万户、分散的小

规模农户组成的。而从它的产业链来看，却包括了生产、加工、包装、储存、

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因此，要从根本上确保食用农产品的安全、卫生、

营养，一是必须加强从生产基地到居民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二

是要让在这个过程中从事生产经营的每位成员都遵照一个标准、一个规程去

执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发挥协会优势，抓好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同时，又于今年 7 月上旬明确专人起草制订《无锡蔬菜

果品行业行规行约》（简称《规约》）。《规约》分“总则”、“行业规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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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约”、“行业管理”、“规约管理”、“附则”共六个部分三十八条。除了有

“保护行业公平竞争、维护会员整体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一般行

业规约的条款外，针对本行业特点，把“安全、环保、无公害”作为本行业

《规约》的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生产宗旨和“顾客至

上”的经营理念。 
为使《规约》更具针对性、实用性，使其真正成为广大会员生产经营的

规范，从 7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我们先后六次征求团体会员单位意见，对《规

约》进行修改、充实、完善。锡山市蔬菜产销协会还专门召开理事会讨论修

改意见，并对非会员单位（个人）违反行业规定，侵害本行业整体利益和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协会自身因工作失误而侵犯会员权益行为的处

置，提了很好的补充意见。 
在协会理事多次反馈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协会于 9 月 9 日召开座谈会，

专门邀请市人大、市工商联、市经贸委、市民政局、市农林局、市工商局、

市质监局、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市卫生监督所的有关领导对《规约》进行审

定，以征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与会的十位同志对《规约》逐章逐条进行了

认真的解读。一致认为，协会从制订《规约》入手，配合政府加强行业管理，

推进食品放心工程，体现了协会工作的主动性和超前性。一致表示，《规约》

对本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规定，符合政府推进农业标准化、实施食品安全

行动计划的要求。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也比较明确到位。一致表示，

今后要主动加强同协会的沟通，配合和支持协会按《规约》的条款开展工作。 
“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协会成立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

协会只有不断开展符合本行业实际，体现“三服务”精神的活动，才能发挥

应有的“作为”，由这种“作为”确立的“地位”，反过来又能推动更大的“作

为”。“迈小步不停步，积大步搞突破”，如此循环，协会工作一定会越做越

丰富，越做越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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