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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工作推进
措施

韩丽英
石嘴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石嘴山市通过加

强监测、实施靶向监管、推行标准化生产、强化监管能力和队伍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向好。本文通过对石

嘴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存在问题分析、提出了工作推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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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而且也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政府和国

家形象。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生

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国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已由吃饱向吃

好转变，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出了越来越严、

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成为政府重

视、社会关注和举世瞩目的热点[1]。近年来，石嘴山市

认真贯彻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落实农产品质

量安全责任和“四个最严”要求，始终把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作为重要责任，把为人民群众提供绿色安全优质

的食用农产品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围绕我市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坚持“守底线、拉高

线”同步推，“保安全、提品质”一起抓，牢牢守住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1.1  加强监测，打好风险防控主动仗。进一步明确
市县乡三级监测功能定位，市级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并

重，县（区）风险监测为主，乡镇速测筛查为主，形成

统一协调、各有侧重的监测网络。对辖区内蔬菜产品、

畜禽产品、水产品、水果等种养殖基地、屠宰场、运输

车、农贸批发市场有重点、有针对性进行农兽药残留检

验检测[2]，做到例行监测发现风险点，立即启动监督抽

查。近五年来，市县两级累计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

检测3547批次，不合格样品25批次，主要农产品检测合
格率99.3%，持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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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略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见图1）。全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1 近五年农产品质量抽检总合格率（%）

1.2  实施靶向监管，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深入实施
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专项行动，聚焦 1 2
个重点品种，严打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严控常规药物

残留超标[3]。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综合执法部门联合

对草莓、韭菜、芹菜、豇豆开展专项整治，抽检样品564
批次，禁用农药和常规农药残留检测总体合格率97.2%；
开展种植业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专项监督抽查88批
次，总体合格率100%：持续开展农药、种子、化肥等农
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2020年
至今共查处案件72起，罚款139.6万元。全面落实农产品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对生产经营主体农产品安全管理制

度、生产档案、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等进行巡查检查，

强化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3  推行标准化生产，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坚持绿色导向、标准引领，着力推进标准体系构建、示

范基地打造和对标达标生产，建设自治区级绿色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27个，建立枸杞、大葱、肉（羔）羊、螺
旋藻粉、番茄5个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体系，推动新型



2024� 第3卷�第5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74

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跑

者”[4]；开展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稳步推进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绿色优质农产品

认证，通过绿色、有机等质量认证农产品达到58个，地
理标志农产品“黄渠桥羊羔肉”连续两年（2021-2022）
申报成功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

目，获得奖补资金198万元，助力推动黄渠桥羊羔肉生产
标准化、产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字化发展。

1.4  强化监管能力，建立监管长效机制。推进落实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

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市、县（区）、乡

（镇）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以加强基层网格

化管理，推动乡村振兴为突破口，落实监管责任，明确

职责任务，推动监管力量向村级延伸，监管对象向散户

覆盖，推动监管工作下沉到村队田头。首批评选出4个
三星级、4个四星级、2个五星级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压实种植

养殖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落实自控自检要求，将

质量安全贯通种植养殖全过程，规范开具使用承诺达标

电子合格证[5]。建立了49家产地准出监管试点、4家市场
准入监管试点，承办了“2023年全区达标合格农产品亮
证行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以“亮证”行动为契机，

引导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树牢“不合格、不上市”理

念，建立健全承诺达标合格证规范开具、入市查验长效

机制。

1.5  强化队伍建设，为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撑。对
市县乡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开展全覆盖培训，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平罗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连

续五年参加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

理厅联合组织的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能力验证

工作，全部通过考核。石嘴山市连续参加四届全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比武均荣获团体二等奖，10人次
获得个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2人次获得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赛畜禽、水产组个人三

等奖，通过岗位练兵和技术培训，检测人员的能力素质

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2 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问题分析

2.1  生产环节：从农兽药投入品使用来看，种养殖
生产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社、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农

兽药使用相对比较规范，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生产档案。但是散户以及一些外来户在本地进行种

养殖生产的不合理使用农兽药现象时有发生，有在蔬

菜上禁用的农药毒死蜱、甲拌磷检出。小散户量多、面

广，监管难以做到全覆盖，而外来户在本地生产几年就

换地方的都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部分

畜禽养殖小散户以及一些中小规模的种养殖户标准化生

产水平低，存在滥用农兽药、图便宜方便不在正规农兽

药店购买农兽药、不遵循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

期、垂钓场所水产品中限用药地西泮、奥沙西泮、丁香

酚等药物检出率高等问题。从屠宰看，个体养殖私屠乱

宰现象时有发生，节日前农村和早市上个体商贩私屠乱

宰问题屡禁不止。从运输看，个体运输户在水产品运输

中非法添加未经批准使用的药物、违规低价回收无法溯

源的垂钓产品“回锅鱼”等问题，成为部分业内经营者

的潜规则。从销售看，个别不良农业投入品销售店非法

销售伪劣农兽药、肥料、添加剂等行为没有完全杜绝，

销售台账记录不规范流于形式。

2.2  监管环节：市级层面上已经建立了涵盖农技推
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综合执

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但是基层监管体系却存

在很多问题。从县区监管看，平罗县成立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惠农区、大武口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不健全、职责不清，导致监管缺失。从乡镇监管看，惠

农区、平罗县乡镇将监管职能纳入到农技推广体系建

设中，但是只有平罗县的13个乡镇在真正履行着监管职
能，大武口区的星海镇和2个涉农街道办事处没有落实监
管职责。

2.3  检测环节：从检测设备看，市县两级检测设备
大都是2010年以后由农业农村部地市级、县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建设项目配置的，仪器设备配置较

低尤其是县区级的检测设备，有的配件已经处于停产状

态，仪器设备无法维修。使用10年以上仪器设备与农业
行业标准检测方法的匹配度越来越低，大型仪器设备投

入较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以目前的市县财力很难购

置。从检测人员看，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编制13人，
从事检验检测工作的只有6人，而且有三人是兼职。平罗
县编制13人，从事检测工作的3人，全部是兼职。惠农
区建立了检测实验室，但是没有检测人员，至今仪器设

备搁置，实验室未运行。大武口区未建立检测实验室。

从检测经费看，市级、平罗县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

费，并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惠农区、大武口区没有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以定量检测为例，2023年食品药
品安全城市创建，食用农产品定量检测指标是1.7批次/千
人，按照农业农村部平均检测费用1000元/批次（实际费
用高于此值），仅此一项经费即高达127.7万元（以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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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石嘴山市75.09万人口为基数计算），且逐年递增，
市级财政安排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因各种原因却

在持续压减。

3 工作推进措施

3.1  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建立监管
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压紧压实各级政府

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和生

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机构、厘清职能职责，加

大经费投入、强化能力提升，完善工作机制、落实监管

职责，加强部门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持续深化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建设，采用加挂牌子和单独挂

牌等方式，将农产品质量质量安全监管职责真正落实

到位，实现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构全覆盖。

指导全市涉农乡镇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支

持乡镇创建合格证村级服务站点，快速提升乡镇监管能

力。支持基层配备“智慧农业”“掌上监管”和药残速

检等便捷高效的智慧监管设备，快速提升信息化监管能

力。市、县各级财政加大对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监管信息化和优质农产品基地

建设支持，保障定量抽检与日常监管工作经费，确保各

项监管工作高效开展。

3.2  加快检测能力提升步伐，适应新形势监管工作
需要。积极争取资金支持，逐步完善升级设施设备，解

决地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仪器设备落后状

态。加强检测人员业务培训和指导，快速提升市县检测

能力和水平。

3.3  稳定检测机构体系队伍，逐步完善检验检测体

系。尽快解决有仪器、有场地、无检测人员的惠农区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现状，加快推进惠农区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步伐，真正发挥其检验检测功能。进一步完善

市县乡三级监测体系，持续巩固农产品质量安全良好态

势，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3.4  加大部门协调力度，形成监管合力。农产品质量
安全工作涉及很多部门，必须要主管部门牵头、行业部

门联动、齐抓共管，整体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

级农技、畜牧、水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综合执法

等农业农村行业部门要形成合力，尽职履责，共同做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各级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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