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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姝 李亚
进 蔡雅洁）大蒜是大丰蔬
菜特色主导产业，种植面积
30万亩。多年来，大丰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大蒜产业，
全区农业农村“112233”重
点工程明确要做大大蒜产
业。为促进全区大蒜产业
健康发展，保障大蒜品质，
该区农业农村局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保产业就是
保发展”原则，2023年持续
扎实开展大蒜专项整治行
动，强化部门联动，严格执
法监管，筑牢大蒜质量安全
防线，守卫百姓餐桌，护航
产业健康发展。

强化宣传，把好生产
关。为规范大蒜种植主体
生产行为，提高种植主体质
量安全意识，该区农业农村
局先后深入南阳、丰华、大
中等大蒜主产地开展专项
培训，累计受训人数超500
人。同时印发《给蒜农的一
封信》《大蒜高品质栽培技
术要点》《大蒜主要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要点》《关于
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制度通知》等
宣传张贴画40000份、宣传
横幅344条，在重点种植产
区开展流动广播宣传，真正
让大蒜生产主体、农资经营
主体、收贮运主体“凝神”

“警醒”，从源头强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治理水平，把好生
产关。

强化监管，控好质量
关。每年 7月大蒜种植前
期，该区农业农村局精准制
定为期3个月的大蒜专项整
治方案，成立专项整治专
班，分片到镇，强化区镇联
动，扎实开展督查巡查、抽
样监测，强化全程监管，切
实解决违法使用限用农药、
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常规农
药、不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
等行为，严控大蒜质量关。
2023年专项整治期间，开展
督查巡查1167家次；风险监
测55批次，监督抽检27批
次，合格率100%。

强化执法，守好产业
关。专项整治期间，该区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农
业投入品、合格证应用等问
题，突出开展食用农产品承
诺达标合格证暨规范大蒜
用药专项整治行动，成立3
个工作小组，包镇包片，重
点加大对农资门店、生产主
体、收储运主体的执法监
管，坚持重拳出击，打早打
小，实现“依法查处一案、警
示震慑一片”的治理效果。
2023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164人次，检查生产种植主
体 57个、蔬菜收储运主体
85个、农资经营单位52个，
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19份、
执法办案11件。对重点问
题严防死守，对风险产品严
加监管，守住大蒜质量安全
底线，护航产业健康发展。

大丰区聚焦特色产业强化监管

建湖县推进村级服务站点建设

地方动态

本报讯（冯亚军）建湖
县是全国首批国家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近年来，
该县主动探索实践农产品
质量安全村级服务站点建
设 工 作 ，2022 年 至 2023
年，全县共投入专项经费
300万元左右，统一“六有”
站点建设标准，在园区、新
农村建设试点村及主要交
通干道沿线村（居）合理布
局服务站点，实现一站服
务多点。

全县共建成15个村级
服务站、25个村级服务点。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聘用专职农安信息员15名，
平均年龄32周岁，大专以上
学历占80%。农安信息员
除承担日常巡查督查职能
外，还负责辖区内入网生产
主体质量追溯管理、抽样检
测以及引导主体产品“带标
带码带证”上市，实现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质量
快检员、生产信息员、技术
指导员、追溯管理员“多员
合一”。同时，印发《建湖县
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
员、农安信息员管理考核办
法》，明确农安信息员职责、
考核内容和补助标准等。
村级服务站点在实施规模
主体入网监管提质增效工
程、“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
升”专项行动、承诺达标合
格证推广应用等重点工作
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开辟了
质量追溯新途径，有效提升
监管水平。2023年，该县开
展督查巡查7687次，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1159
批次，千人抽检率达1.9‰，
监测合格率达99.7%；完成
地产农产品上市前速测6.7
万批次，其中胶体金法检测
样品6500批次；打印质量追
溯标签701万张。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亦如此。2023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以宣传贯彻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主线，持续推进入网监管

工程，以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和“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为主抓手，以信息化助推“精

准监管”，以质量监测扎牢风险“篱笆”，以承诺达标合格证衔接田头餐桌，有力有序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2023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达99.6%。

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农业农村部门逐
层逐级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责
任状》，明确目标职责。继续推动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创建，建湖县、东台市、大丰区创
成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盐都区、亭湖
区、射阳县、阜宁县、滨海县、响水县获得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授牌，9个县（市、区）

全部创成省级以上农安县。
落实生产主体质量安全第一责任。将

2.7万个种植养殖规模主体纳入江苏省农
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和盐城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信息平台管理，入网主体生产记录、
监管监测数据实时、实地、实景上传。
2023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开

展检查巡查 6.7 万次，巡查乡镇比率
100%，开展上市前产品速测56.3万批次，
抽检覆盖率90%。全市所有涉农乡镇均
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每个监管站
都配备了农残速测室。全市五星级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6家，四星级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47家。

强力推进“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
年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豇豆农残，开展包
县包片专项治理。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
线，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2023年，在
豇豆集中上市期间，坚持每周至少一次对
生产主体和收购主体进行检查巡查。加大
豇豆质量监测力度。部级豇豆专项监督抽
查合格率 100%，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
99.8%，市级豇豆风险专项监测45批次，
监督抽查18批次，合格率100%；东台市
作为农业农村部豇豆药残专项治理定点联
系县，完成豇豆定量监测75批次，合格率
100%；各县（市、区）共开展豇豆专项监测
282批次，合格率100%。全面落实“用什

么检什么，检什么标注什么”要求，开展豇
豆上市前速测4827批次，每个豇豆种植户
抽检至少一次。

聚焦“两鱼”，组织源头整治，开展水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2023年，在全
市范围内对水产养殖主体进行全面排查，
完善档案信息，按照养殖企业、合作社、养
殖证持证单位和养殖水面发包单位等不同
类型进行分类排查统计，建档立卡，同时加
大宣传普及安全常识，发放宣传材料、张贴
水产养殖明白纸2万余份，组织安全培训
28场次、1800多人次。专项整治开展以
来，出动监管执法人员18413人次，检查生
产经营主体12169家次，发现质量安全问

题51个，立案查处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
104件，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宣传培
训262场次，受训人员14997人次，媒体宣
传115次，发放宣传材料15.5万份。

制定全年监测计划，将风险排查和监
督抽查相结合，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及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盐南高新区，做到
月月抽检。针对重点时段、重点产品，组织
开展专项监测。2023年共完成各级各类
抽检13629批次，发现问题产品59批次，
合格率99.6%，下发风险提示2份、问题处
置单34份。

突出重点，严厉打击违法使用禁限用
药物和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以及不按照农
兽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违规使用、未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未按规定建立农产品
生产记录等违法行为，在2023年春节、中
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主题的执法联动周4次，综合执法检查
行动4次。

联合市食安办、市场监管局发布全面
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通告，全

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实现食用农产品

“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有机衔接；加
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市120个乡镇
（街道、园区）建成了205个村级承诺达标
合格证服务站点，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快检、开证指导和水
产品上市报备等服务。

同时，在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我的盐
城”App上发布了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

格证服务点电子地图，方便用户查询导航
最近的服务站点。2023年，全市出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追溯码“二合一”电子合格证
6780万张，开展质量溯源41680批次。

狠抓源头管控狠抓源头管控

排查风险隐患排查风险隐患

共推共推““亮证亮证””行动行动

落实落实““产产”“”“管管””责任责任

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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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 张晓梅张晓梅 摄摄

大蒜专项整治大蒜专项整治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对““三棵菜三棵菜””开展现场检查开展现场检查

乡镇农产品质量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人员开展督安全监管人员开展督
查巡查查巡查

农业农村部来盐开展豇豆专项监督抽查农业农村部来盐开展豇豆专项监督抽查

检测人员开展农产品检测检测人员开展农产品检测

生产主体在村级合格生产主体在村级合格
证服务站点自助出证证服务站点自助出证

水产品监管水产品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