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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本标准的背景及任务来源

（一）制定本标准的背景

崔庄是天津滨海新区太平镇的一个村，东临渤海，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属于

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12.5℃，7月份极端最高气

温 42℃，1 月份温度最低气温-27.4℃，年降水 570mm～690 mm，无霜期 235d。

崔庄地区土壤为粘壤土，pH 平均值在 8.0 左右，有机质平均含量 10.60g/kg，全

氮平均含量 0.38 g/kg，有效氮平均含量 28mg/kg，有效磷平均含量 3.0 mg/kg，

有效钾平均含量 215 mg/kg，全盐平均含量 2.82 g/kg，栽培枣树有着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

明史记载，早在 600 多年前，人们就开始在古老的娘娘河北岸种植冬枣树。

相传明孝宗皇帝曾和皇后张娘娘在这片冬枣林中采摘、品尝过冬枣，始建“皇家

枣园”——崔庄古冬枣园。这里有 600 年以上的冬枣树 168 棵，400 年以上的冬

枣树 3200 多棵，是我国成片规模最大及保留最完整的冬枣林。崔庄古冬枣园毗

邻荣乌高速公路，面积约 3000 亩，其中古冬枣核心区面积 238 亩，新枣试验区

1300 亩。2012 年，“崔庄冬枣”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4 年“天津

滨海崔庄古冬枣园”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二）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天津市滨海

新区冬枣协会》的相关规定，团体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

通过立项，正式列入编制计划。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为全面提升并制定出规范、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崔庄冬枣标准，2023 年 6

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冬枣协会开始着手相关人员组织、调研并展开研讨，并于 11

月 30 日完成《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立项发布。同时成立了标

准制定核心小组（简称制标组），由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冬枣协

会、当地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相关种植企业等进行研讨起草。为更好的

完成该项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制标组成员分头行动，广泛收集、翻译、整理和

分析崔庄冬枣相关标准及相关资料。

2023年 10月，制标组在滨海新区冬枣协会召开了《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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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立项启动会，确定标准文本的制定原则、标准框架的讨论

和标准文本的编写。

2023年 11月，在滨海新区冬枣协会会议室举行了《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

枣生产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研讨会，标准起草人和起草单位进行逐字逐句研讨、

修改，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 12月，滨海新区冬枣协会组织专家对团体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崔

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进行第一次研讨，制标组对该项团体标准初稿进行认真逐

项修改，形成团体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制标原则

1、为确保对项目崔庄冬枣及其相关信息进行真实、可行性的调查和报告，

本标准编制遵守了下列原则：

a)相关性：以本地实际情况为基点，对崔庄冬枣相关的企业、主管单位、种

植户进行调研与座谈交流，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b)完整性：崔庄冬枣从产地环境到投入品使用、产品收获等整个贯穿生产过

程中所有相关的流程；

c)一致性：崔庄冬枣生产过程中所有数据、技术保持标准化、统一性，以保

证产品品质的一致性；

e)准确性：尽可能减少崔庄冬枣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品种及投入品效果的偏差

和不确定性；

f)透明性：发布充分、适用的崔庄冬枣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以满足崔庄冬

枣生产的需要。

2、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引用了：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99号

四、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

主要技术路线为：编制工作计划及编制大纲—国内外资料调研—崔庄冬枣生

产技术相关书面调研—调研数据、资料汇总和分析—编制标准初稿—召开专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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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研讨会—经反复论证提出标准征求意见稿。

本项目技术路线如下图：

五、标准内容说明

在编制工作开始前，编制组围绕我国冬枣生产的现状等相关的问题展开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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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调研与现场调研。同时编制组对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程展开大量的文献调

研。

《地理标志产品 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的编制主要基于按照 GB/T

1.1-2020 的原则起草，在充分的调研和实际检测数据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生

产现有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基于《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NY/T 391 绿

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等的相关条件及技术要求，围绕着我区崔庄冬枣生产中

的实际情况为中心，制定与编制的。力求做到适用范围明确、层次清楚、内容先

进可靠，文字表述准确、通俗易懂，有利于生产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本标准适用范围：适用于崔庄冬枣。

六、预期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该团体标准综合了我国崔庄冬枣的产品现状，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生

态的角度纵观崔庄冬枣生产的产品现状以及现有技术，并从生产管理的角度提出

了一些方法，即生产基地的选择和管理、生产投入品管理、栽培管理、促花保果、

有害生物防治、果实采收、档案记录，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冬枣标准制定提供一定

的参考。

七、与国内政府主导制定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

准） 的协调情况，采用国际标准的先进程度

本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未采用国际标准。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九、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正式实施后，对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可以按照本标准制定的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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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于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修补。

为确保本标准的贯彻执行，标准编制组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1）宣传和人员培训。由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负责对相关单位企业的从

事人员进行所需的培训，使他们理解和掌握本标准所涉及的内容和方法，同时达

到宣传本标准的目的。

（2）监督管理。根据本标准的内容，坚决执行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相关

要求。

（3）示范实施。选取典型单位，示范实施本标准，为推广实施本标准积累

经验。

（4）全面推广。在相关范围推广实施本标准，切实做好崔庄冬枣生产技术

规范生产过程及操作方法的把控。

具体实施，并总结经验，为我国其他地区崔庄冬枣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

提供有益的经验。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鉴于标准制定是一项复杂工作，本文件在实际运用中可能存在不足之处，希

望相关使用单位能及时予以反馈，以便今后做出进一步的修订。

本文件在编写的过程中阅读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及已有标准，在此，对所有学

者及研究人员致以谢意。


	一、制定本标准的背景及任务来源
	（一）制定本标准的背景
	（二）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冬枣协会》的相关规定，团体标准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三、制标原则
	四、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
	五、标准内容说明
	六、预期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七、与国内政府主导制定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的协调情况，采用国际标准的先进程度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九、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