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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对策建议

丁Ǔ丽1Ǔ胡Ǔ欣2

1.��石嘴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Ǔ宁夏Ǔ石嘴山Ǔ753000

2.��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Ǔ宁夏Ǔ石嘴山Ǔ753000

摘Ȟ要：近年来，石嘴山市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通过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创建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强化入市食用农产品抽

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存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的主体侧重于农产品生产经营大户，

部分销售的农产品产地信息无法溯源等问题，本文提出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力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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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石嘴山市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生产者主体责任，以石嘴山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为抓手，不断探索、构建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和质量追溯相结合的监管模

式，推动形成主体自律、行业监管、社会共治相结合的

新局面，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石嘴山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行情况

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是农产品的“身份

证”、生产者的“承诺书”、质量安全的“新名片”，

安全可靠成为“石字号”农产品的新标签。近几年，石

嘴山市在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上做了大量工

作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做法如下：

1.1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石嘴山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于2020年6月正式在线上运
行，平台具备实时查看生产主体开展农、兽药残留快速

检测情况和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情况，数据的统计可

分为：实时检测数据汇总、不合格数据处理、农产品的

类别、种类以及合格证出证情况汇总等（如图1和表1所
示），形成了以检测为依据、以追溯码为载体、以合格证

为桥梁的“检测+追溯+合格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实

现了“情况清、责任明、早预警、保安全”的一整套网

络管理功能系统，有效的保障了源头农产品质量安全[1]。

1.2  创建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宣传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农兽、农药

药管理办法的相关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强制性标

准、禁限用农、兽药名录等，指导生产主体采取质量安

全控制措施，并根据生产经营主体的主观意愿，以奖代

补鼓励、支持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的创建，目前，

全市共创建了19个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测点和53
个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其中：合格证试点的生产

主体49个、经营主体4个。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作用
呈逐年递增，切实把控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

图1��近三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数据统计

表1��近三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统计

年份 被抽检单位（家） 检测项目（种） 检测批次 合格率（%） 品种数量（个） 开具合格证（张）代证农产品数量（吨）

2021 319 7 7550 96.57 216 62682 1722.4
2022 379 11 8089 97.39 236 65692 1595.1
2023 425 14 10756 99.04 243 125955 16395.5
合计 26395 97.78 254329 19713.0

1.3  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联
合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对石嘴山市辖区范围

内的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和商超进行实地调研，探讨农产

品市场准入机制，以“检测+验证+监管”三种模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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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通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平罗县富乐民蔬菜

综合批发市场、大武口区百花市场、惠农区宁北鲜活农

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为示范点，由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市场开办方制定入市验证、无证抽检、信息公示、

安全承诺、不合格农产品不准交易”等具体入市验证制

度，不断推进入市销售环节的农产品准入制度，为基地

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有效衔接奠定基础。*

1.4  强化入市食用农产品抽检工作。为了验证入市
交易的食用农产品附证是否真实，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连续三年制定下发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等文

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全覆盖，发挥技术监督作

用，对食用农产品抽检的项目、检测内容、个数及食品

快速检测工作进行部署，2021年全年完成食用农产品监
督抽检1310批次，不合格7批次，合格率99.47%；2022
年全年完成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1300批次，不合格12批
次，合格率99.08%；2023年全年完成食用农产品监督抽
检1300批次，不合格18批次，合格率98.62%。为食用承
诺达标电子合格证上了“双保险”[2]。

2��取得的成效

2.1  农产品带证上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电子合
格证是农产品的“身份证”，除了合格证上的名称、数

量、产地、质量安全承诺外，实现了农药残留检测信

息、生产信息、企业信息等“身份”信息的展示，通过

识别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上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产

地、生产者，有效的提升了监管效能。

2.2  压实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市53家食用农产
品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试点基本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的规定，生产者经营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

有关强制性标准、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逐

步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不断规范行业行为，做到

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严格执

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同时

遵循“用什么、检什么”的原则，利用农兽药快速检测

手段，对上市农产品进行自控自检，检测合格后规范开

具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其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

2.3  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根据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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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规范开具、查验食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的公告》等法律法规、法规、公告通知等，

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普法宣传、业务

培训，牢固树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坚持依法监管，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专项治理行动、推行食用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等，形成了部门联动、齐抓共

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机制。建立了信息双向

通报和查处反馈的制度，依据部门职责完善了食用农产

品追溯体系建设。

2.4  为名特优新农产品做宣传。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
电子合格证的推行，使石嘴山市的名特优新农产品走向

全国各地，即推动了地方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又提升

了企业品牌影响力和价值，促进了电商平台的发展，是

一种为企业量身定做的免费宣传广告。

3��存在问题

3.1  宣传不到位。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
宣传对象仅限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大型农贸批发市场

开办方，宣传的内容不够深入、形式单一、宣传与监管

脱节。

3.2  监管的覆盖面有待于扩大。监管的主体侧重于农
产品生产经营大户，忽视了种养殖散户群体的监管，监

管的覆盖面有待于扩大。

3.3  生产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生产主体和
销售商户责任意识、诚信意识较弱，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强制性标准学习不深入，落实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

3.4  闭环监管有待于提升。市场对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和与质量相关证明的查验没有形成全覆盖，部

分销售的农产品产地信息无法溯源，基地准出和市场准

入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合力，闭环监管有待于提升。

4��对策建议

4.1  加强宣传和技术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
业技术推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等各部门按照“三管三

必须”要求，广泛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全民共

享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良好氛围。做好标准化生产技

术推广指导工作，对蔬菜、水果等种植业产品使用生物

制剂农药，降低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对禽类产品、水产品

推行科学的饲养管理制度及饲养管理标准，逐步改善饲养

管理水平，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有效规避兽药滥用、乱

用等现象，减少兽药残留超标风险，确保源头治理。

4.2  加大种养殖散户的监管。发挥乡镇农产品质量安
全网格化监管职能，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对监管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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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殖散户进行建档监管，以村为单位，定期开展相关专

业知识培训，对上市农产品进行农兽药快速检测，检测合

格后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随上市农产品一并流通。

4.3  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强化与市
场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执法衔接，推进食用农产品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和追溯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实现生产

记录可查询、产品流向可追踪。督促指导生产经营主体

按要求开具、出具承诺达标电子合格证，积极开展自控

自检，引导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管理者查验合格证，确保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全链条的监管[3]。

4.4  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力度。石嘴山
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强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执法监管，形成多方合力积极推进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一是开展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严格

把好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置关。加强农业投入品、渔具

经营销售店等经营场所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销

售农业投入品、药品、饲料等行为，加大执法办案及案

件曝光力度，对于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二是加大对市场开办方的监管。压实市场开

办方的主体责任，按照相关制度严查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或与质量安全相关的证明，确保销售的农产品

能够溯源。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加强检测

技术人员培训，有效发挥市场流通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流程，保障市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结束语

通过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严格监管和检验，进一步

优化农产品智慧监管体系，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强化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安全意识，

确保农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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