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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工作思路 创新监管机制 全面开创南京市农产品质

(2010-02-01 13:57:08)

施泽平 

（南京市农林局） 

  近年来，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力支持下，以贯彻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主线，以提高全市农产

产品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以加强宣传、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依法监管

安全IC卡监管系统为平台，积极探索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初

田头到餐桌”的全程控制和可追溯，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水平和监

品质量安全建设水平和监管水平得到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

品质量安全建设现状评估、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的形势进行充分分析的基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全新理念和先进模式，提出全面开创南京市农产品

策。 

  一、正确评估现状 

  （一）主要进展 

  1.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 

  截至2009年11月底，江苏省农委对全省13个地级市组织开展的农产

平均合格率为96.8%，猪肉中“瘦肉精”检测合格率为100%。近年来，全市

中毒事件。 

  2.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取得新成绩。近年来，全市规模农业

品质量安全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加强各级农业标准的宣贯，加快

今为止，全市已经制定市级农业地方标准126项，立项建设各级农业标

省级标准化示范区10个，市级标准化示范区29个。 

  二是“三品”认定认证工作取得新进展。截止2009年12月底，全市通



过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296个，绿色食品153个，有机食品112个，地理信息

城湖螃蟹）。 

  三是名牌农产品培育和创建取得新成果。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市通

个，如老山牌蜂王浆冻干粉、雨润牌低温肉制品，省级名牌农产品43个

鸭、远望牌富硒大米等，市级名牌农产品78个。 

  3.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不断提升 

  2004年，我市农林部门借鉴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产地编码制度，在

全IC卡智能化监管系统，目前，全市近300家“三品”生产企业已经全部

菜生产电子档案系统；初步创建了30个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和可追溯示范企

农业投入品监管、产地环境质量安全监控、农产品生产电子档案、农产

安全查询和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管理于一体的农产品安全IC卡全程智能化

  （二）存在问题 

  在总结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农产品

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有待创新。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与

“上热下冷”，表现为国家、省级、市级三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农产

建立组织机构，制定监管制度，健全保障体系，开展专项整治，落实专项经费

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的意识还不强，监管制度

经费难落实；二是“官热民冷”，表现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农产品质

规，明确扶持政策，强化综合服务，搭建展销平台，而许多农产品生产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内部监管的自律意识

识；三是“内外有别”，表现为如果农产品用于外贸出口的，生产企业

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监管体系健全，生产记录完整，包装标识规

品用于国内消费的，许多企业在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方面与出口企业

圈”，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滞后于现实需求，需要

机制，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从顺向推动向顺向推动与逆向监管并重方向

管理、监督、处罚、应急为一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机制。 

  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有待健全。一是全市区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是全市农产品产地快速检测网络尚未健全，现有农产品田头（塘口）

管的需求；三是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内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

  3.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体系有待强化。一是要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地环境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产品包

充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队伍，目前，市级、区县两级均成立了农林综

需要尽快建立乡镇一级农林综合执法队伍；三是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

品质量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如“孔雀石绿”水产品、“荧光增白剂”蘑

等，究其原因，既有少数不法企业和个人以身拭法、疯狂逐利，也有因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屡禁不止。 

  4.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支撑有待增强。目前主要存在三个薄弱环节

（养殖）技术规程难以贯彻执行到位，除了部分农产品生产者缺乏自觉贯彻执

程的意识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一支指导、示范、推广各类农产品

规程的技术服务队伍；二是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难以到位，主要是



不健全，导致技术服务严重滞后于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三是农业

指导服务亟待加强，例如，生产上已经禁止使用甲胺磷等四十二种高毒高

留、能替代上述禁用农药的品种却难以满足生产上的需要，同时，在如何科

安全农药间隔期制度等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严重滞后于生产需求；四是

要。 

  二、认真分析形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大背景下，农产

新形势、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日益备受关注 

  一是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立足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造品牌、提高效益，

受到关注；二是现代社会消费需求升级，优质、安全、营养、品牌成为农产

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三是进入信息时代后，农产

提高，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使得农产品安全信息透明度空前提高，

极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求愈来愈高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9年６月１日起正式

全程划定了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进一

制，对于初级农产品的监管，《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应遵守执行《农产

  3.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愈来愈复杂 

  简单说就是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老问题主要指由农药

标、病原微生物超标等因素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新问题主要指由于技

需求带来的新问题，如出现了盐酸克伦特罗的替代品莱克多巴胺（均为

胺和动物源性饲料添加剂，蘑菇采收后上市前违规使用荧光增白剂保鲜

  4.农产品出口贸易壁垒压力愈来愈大 

  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肆意提高产品在质量、安全方面的

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而被迫退出市场。如2006年5月29日，日本正式

刻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称《肯定列表制度》）。在

品残留制定了限量标准，涉及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54782个

的技术门槛和市场准入标准，成为一种非关税的技术壁垒，直接影响到中

易，涉及到中国6000多家对日农产品出口企业。 

  三、理清工作思路 

  （一）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以全面提升我市

平为核心，以创新监管机制、严格监管制度、强化依法监管为重点，农产

重心下沉，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实现生产（养殖）标准化、监管制度化、手段智能化、服

打造全国领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IC卡全程智能化监管品牌，积极创建以

产品营销服务品牌，确保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总体水平继续走在全

  （二）重点工作 

  1.继续完善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针对我市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计划

  （1）尽快制定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规划 



  学习借鉴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坚持统筹规

真制定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市级、区县、

建设目标和职能定位 

  （2）尽快组建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中心 

  积极争取组建全市农畜水产品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明确功能定位，

检测水平，同时，检测中心运行经费、例行检测和监督抽检补助全部纳

  （3）加快建设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站 

  在即将建成的溧水、江宁2个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站的基

淳、六合三个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站，这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

关键举措。 

  （4）突出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检测网络建设 

  围绕实行严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早日建成定位准确

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的检测网络，该网络主要包括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品塘口监督检测点、农产品生产企业内部检测科室和现代农业园区农产

  2.不断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监管 

  （1）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 

  针对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与监管中存在的“上热下冷”、“官

通过学习借鉴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市农产

在全市创建“三位一体、四级联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实行

动）。通过创新监管机制，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

安全监管的工作创新点。 

  所谓“三位一体”主要是指集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监管、农产品质

于一体，“四级联动”主要是指市级、区县、乡镇和村级四级监管层次。具体

无公害认定管理办公室、乡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在市级、区县、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组织机构（目前市级、区县基本建成），依托村级农

口）检测室，建立全市集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田

安全信息收集上报于一身的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队伍，以我市农产

为平台，实现市级、区县、乡镇和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四级联动

  （2）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监管的力度 

  一是加强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管。继续大力示范推广农资农技双连锁

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宣传与培训，加强农产品生产（养殖）过程中

厉打击违规 使用农业投入品的不法行为。 

  二是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的监管。首先，加强对全市现代农业园区

公害产地环境质量的标准，加强园区内土壤、灌溉水的定期监督检测，

质量安全数据库，实行动态监管；其次，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加大

罚力度。 

  三是加强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突出抓好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

法检查，突出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志和包装标识的执法检查，加大处罚

力，为实行严格的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是加大对不合格农产品依法查处的力度，特别是在各级例行检测

一步加大信息公布和依法处罚的力度，切实维护“三品”的公信力。 



  3.着力抓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借鉴国内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各类农业标

生产标准化示范基地的建设，结合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大力实施标准入

别是我市正在建设的现代农业园区，要更加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要求，做到

地环境质量安全达标，园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达标，园区农产品产地准出

装、标识达标，园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达标，使得每个现代农业园

产示范基地，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示范窗口，从而推动全市农产

高。 

  4.继续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建设 

  （1）认真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三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队伍，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

和村级四级监管员队伍）、农产品生产企业内部监管员队伍、农产品质

乡镇和田头检测员队伍），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组织保障。 

  （2）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