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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摘要：针对新的食品监管体制下农业部门在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遇到的追溯模式、追溯环节、
速测结果应用、产地准出条件、运输环节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等问题，思辨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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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龙
（甘肃省庆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甘肃 庆阳 745000）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是按照“环节有记
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产
品可召回、质量有保障”的总体要求，通过督促
农业投入品经营主体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如
实建立健全相关档案记录和严格实行环节索证索
票，或者通过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系统，将采集到的
农产品生产信息数据进行录入并实现互联互通，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追查主体责任的一种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笔者通过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以期为农业
部门贯彻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工作要求，更好地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增强对问题农产品的
发现和处置能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提供借鉴。
1 关于追溯管理模式
目前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模式有

两种。一种是通过建立健全电子信息追溯系统查
询农产品原产地信息数据的办法，进行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采取这种办法虽然能一步查到
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减少中间环节，但也有不足，一是采集和录入信

息数据工作量特别大，而且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
产品生产品种变化量大，需要及时更新数据库，
同时建设信息追溯系统成本高，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遗漏了农业投入品和农
产品收购、贮存、包装、运输等环节，一旦在这
些环节发生农产品质量问题，生产责任主体就无
法找到，明显存在弊端；三是仅在一个省推行而
其它省未推行，外调的农产品还是追查不到生产
责任主体。因此，这种办法只有在国家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全国全面推行、农产品生产经营者
质量安全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
另一种是采取查询农业投入品进销货台帐，

农产品生产、收购、贮存、包装、运输等环节档
案记录，以及索证索票情况的办法，进行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这种办法质量安全追溯环节
较多，有以下优点：一是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机构，督促要求农业投入品经营主体和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健全相关档案记录和索证索
票的工作已有多年，目前广大农业投入品经营者
和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质量安全
意识和自觉行为，比较认可和接受，推行此项工
作有一定的基础；二是可以把由于使用标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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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农药、兽药、肥料成分含量不符的农业投
入品，如标注的是低毒低残留农兽药而成分中添
加了国家禁限用的高毒高残留农兽药成分，而引
起的质量安全问题，追查到农业投入品生产厂家，
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综合以上对比分析，笔
者认为，目前宜采取通过查询环节档案记录和索
证索票的办法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逐
步推行电子信息追溯管理。
2 关于追溯环节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国办发〔2013〕24号），生鲜乳收购（属于农
产品收购环节）和畜禽屠宰（属于农产品生产环节）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并入农业部门，农业
部门主要负责农产品在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
产加工企业之前的质量安全监管，这就是说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主要有农业投入品、农业种植养
殖环境和农产品生产、收购、贮存、包装、运输
等七大环节。但从我国已试点推行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工作的云南、北京、上海、山东寿光、
江苏南京等地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仅局限于农产品生产、收购、
贮存、包装、运输等环节，如云南省、北京市、
山东寿光、江苏南京遗漏了对农业投入品、农业
种植养殖环境等环节的质量安全追溯管理，造成
的后果是，如果没有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进销货
台帐和种植养殖环境档案记录，一些发生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超标和重金属超标等
的原因就无法找到，责任主体就会逍遥于法外，
不利于质量安全追溯和监管。因此，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的环节应该向前延伸，与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环节一致，才能“横向到边”，实现各
环节、全链条追溯。
3 关于速测结果的应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离不开产地准出管
理，产地准出管理离不开质量检测。快速检测结
果能不能应用于产地准出管理和执法监管，是许
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单位困惑的一个问题。按照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
定（采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
定的快速检测方法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检测，被抽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
到检测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因检测结果
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和农业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问题及解
答”第34、35问题的解释，快速检测结果可以应
用于监督抽查，能够作为执法监管的依据。目前
一些监管单位由于害怕因检测结果错误而承担责

任，不愿意应用快速检测结果进行执法监管。还
有的监管单位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
“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务院质量
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初步筛查，初
步筛查结果不得作为执法依据”的规定为由，不
愿意承担快速检测任务，弱化了执法监管工作力
度。但仔细探究，《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之所以这
样规定，是因为食品在从食用农产品加工转化的
过程中有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的问题，而对非法添
加物的测定不是国家认可的农残快速检测仪器所
能测出的。因此，断章取义地利用《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的规定曲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关于
农产品快速检测结果应用，显然是没有道理。笔
者认为，农产品快速检测结果应用于农产品产地
检测准出工作是有法律依据的，不仅能使产地准
出便捷高效，而且有利于即时执法监管，但不可
忽视的是在应用快速检测结果时，最好按操作规
程对同一样品连续进行两次检测，如果两次检测
结果一致，快速检测结果就能应用。
4 关于产地准出条件
实行农产品产地准出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是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工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监管单位
认为已经通过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的农产品可以不进行质量检测，而直接凭认证
证书进行产地准出。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因为认证时质量合格并不能保证认证后一定合格，
这与农产品生产者是否安全生产，监管单位是否
监管到位有很大关系。因此，所有农产品不得实
行免检，在产地准出时都要对每批次农产品进行
质量检测。此外，一些农产品生产者认为，只要
畜禽产品提供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就证明该产品
质量合格，这也是认识不到位的地方，因为检疫
合格只能说明该产品没有疫病方面的问题，但是
判定如瘦肉精及磺胺类药物是否残留超标、质量
是否合格还要进行质量检测。笔者认为，农产品
产地准出的条件为：在乡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或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查验
生产档案记录如实完整的前提下，凭质量检测合
格证明（属动物及其产品的还要提供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属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
的还要提供认证证书）出具产地准出证明后，方
可进行产地准出，产地准出证明要随货同行。只
有这样，才能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推行的市
场准入制度有效接轨。
5 关于运输环节
许多监管单位认为运输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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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总土地面积50.81
万hm2。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分为西南部祁连
山区和浅山区、中部走廊平原绿洲区、东北部腾
格里沙漠区三部分。平均海拔1 632 m，年平均温
度7.7 ℃，≥10 ℃的年有效积温为2 900～3 003
℃，无霜期156 d，年均降水量210 mm，年均蒸发
量2 053.4 mm，主风向为西北风，静风率26%，日
照时数2 873.4 h，昼夜温差平均7.9℃，属温带大
陆型干旱气候区。凉州区虽然地处荒漠和半荒漠地
区，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环境脆
弱，形势严峻，但该区是以砂质土为主的土壤类
型，土层深厚，质地优良 ［1］；日照时数和土壤条
件较适合黄冠梨生长（黄冠梨喜通透轻砂壤土，年
需日照时数1 600～ 17 00 h［ 2］）；各季节气温基本
满足黄冠梨花期、果实发育期和自然休眠期对温度
的要求，发展黄冠梨产业既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又能发挥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的自然资源优
势，可生产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果品，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 发展现状
全区现总人口102.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5

万人，占总人口的77.4 %。现有耕地面积9.78万
hm2，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12 hm2。黄冠梨是凉州
区最近几年发展的特色高效产业，为了支持黄冠
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凉州区出台并实施了对连
片定植3.33 hm2以上、成活率在85%以上的合格面

积补助4 500元/hm2，并全额补贴苗木款等扶持政
策，在西营、黄羊、谢河、古城、丰乐、永丰乡
（镇）等沿山冷凉灌区和永昌、双城、四坝、洪祥、
中坝、羊下坝乡（镇）等中部绿洲区重点发展以黄
冠梨为主的优质梨。2011—2013年全区发展黄冠
梨0.80万hm2，目前已有33个乡（镇）栽植黄冠梨，
挂果面积0.12万hm2，产量1.5万t。
2 存在的问题
2.1 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还未形成能够支持林果业发展的科研力

量，林果科技人才极其缺乏，林果业管理科技含
量不高。全区林业技术服务队伍主要由凉州区林
业技术推广中心、乡镇林业站和农民技术员构成，
林业技术推广中心37人，乡镇林业站87人，农民
技术员122人，林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力量薄弱，
承担主要技术推广服务任务的区、乡、村级专业
技术服务队伍指导林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不足，能力和水平参差不一。缺乏林果业生产方
面知识经验丰富的专家，没有形成专业、系统、
完善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2.2 苗木繁育体系不健全
建园苗木主要依靠外调，苗木适应性较差，

成活率低，市场无法满足巨大苗木需求量时，供
货商常常以次充好、偷梁换柱，苗木的品种纯度
和质量难以保证。掘苗、包装、起运、假植过程
中无法确保外调苗木根系的完整、假植的规范和

全追溯管理工作无从下手，非常难做，这有一定
道理。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目前每年所需蔬菜
的60%需要从陕西、宁夏、云南、山东等省区调
入，而8—10月份的本地蔬菜因消费不了却需要调
出，运输量很大，追溯监管难度确实很大。可以
仿效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设置的做法，在庆
阳市的进出要道口设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站（点），与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合署办公，
每个站（点）配备1~2名专职检测监管人员，并加强
与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联动协作，开展票证检
查，必要时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样能够
整合加强检测检疫力量，提高追溯监管效率，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本文责编：陈 珩）

摘要：针对凉州区黄冠梨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强林果科技力量；规范壮大本地种苗市场；
积极探索新型经营模式；加大农田林网工程建设和病虫害防治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和冷链深加工体系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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