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2019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厅相关处室、厅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深入推进质量兴

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农产品消费安全，促进农业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我厅

制定了《2019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现予印发。请

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抓好落实。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30 日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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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2019 年，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

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质量

兴农推进会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以质量兴农强农

为主线，切实加强监管能力和制度机制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标准

化生产，强化风险防控与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示范创建，实现主

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体系改革，加强市、县、乡各级监管机构标准化建设，市州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监管机构要率先达到标准化要求；全面推进乡镇

监管站示范建设，创建省级示范站 100 个以上，探索开展乡镇监

管站示范评级工作。推进市县级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资源整

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和“双认证”，

对未通过验收认证的市县实施通报约谈。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各级监管、检测人员，建立各级监管机构

基础信息档案和培训记录，健全村级监管网格，抓好监管人员初

任培训和检测人员技术培训，三年内完成全员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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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建立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体系。大力推行农产品

“身份证”管理制度，抓好全省“身份证”管理平台建设，健全

标准生产、质量控制、产品追溯、监督管理、现代营销、制度保

障体系；落实“身份证”管理与农业企业认定认证、评选评优、展

示展销、财政支持挂钩政策，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区域公用

品牌和地方特色品牌，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全部纳

入“身份证”管理，重点抓好农产品“身份证”信息采录、赋码标

识和展示展销。扎实推进全国标准化标识化电商化整省试点。全

面推广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严格落实“四

挂钩”机制，整县推进追溯体系达标建设，农产品规模生产经营

主体要全部建立追溯网点、实现农产品赋码标识和可追溯管理。 

三、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突出质量安

全全程管控，以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和地方特色农产品为重点产品，

以“厅市共建”协议区、标准化示范县（区）、湘赣边区、供粤港

澳大湾区及出口农产品基地为重点区域，加强农业地方标准和技

术规程（规范）制修订，建立适应我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

准体系。巩固提升与常德、怀化两市“厅市共建”成果，继续推

进与永州市农业标准化厅市合作，支持创建一批农业标准化示范

县、示范基地，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按标生产。推进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制度改革，大力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建设一批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力争全省“两品一

标”农产品保有量增加到 180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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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防严控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包片

联点责任制，加强农产品生产、收购、屠宰、储运各环节监督巡

查，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统筹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工作，加大监测力度，落实“双随机”制度，2019 年省级

例行监测蔬菜、水果、茶叶、稻谷、畜禽、水产品 6 类产品共 8200

批次，覆盖所有县市区；针对突出问题实施监督抽查 5640 批次，

强化检打联动；开展主要农产品风险监测和隐患排查 2000 批次；

市州开展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不少于 2000 批，例行监

测要覆盖本地区主要农产品和商品基地，定量检测数量不少于

600 批次；县级监测数量不少于 2000 批次，定量检测不少于 100

批次，针对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乡镇开展监

督抽查和风险排查数量不少于 500 批次，确保所辖区域内合作社、

大户、农业生产企业和生产基地全覆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明晰各行业主要农作物风险防控点，定期提出防控

计划。强化应急管理，修订完善省级应急预案，坚持舆情“日报

告”制度，妥善处置应急事件。 

五、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进一步巩固前

两批浏阳、常宁、君山、东安、祁东、隆回、鼎城、桃源、赫山、

安化、道县、资兴、新化等 13 个国家级和醴陵、北塔、湘阴、冷

水滩、涟源、中方、吉首、泸溪等 8 个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

建成果，支持宁乡、株洲、衡南、衡东、新邵、沅江、桃江、蓝

山、祁阳、永兴、沅陵、辰溪、花垣和湘乡、城步、临湘、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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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双峰、麻阳、龙山等 21 个县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

建，指导长沙、衡阳、耒阳、新宁、汨罗、平江、安乡、澧县、

南县、资阳、宁远、江永、双牌采取“先创后补”方式创建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申报创建第三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质量安全市。继续组织质量安全县优质农产

品产销对接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强化动态管理，对已命名的

21 个国家级、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进行复查考核，对创建 2 年

以上的13个省级安全县实施核查评估，不断巩固和提升创建成果。 

六、持续深化专项治理。坚持问题导向，实施“靶向”治理， 

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和风险评估结果，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

患，深入开展农药及农药残留、“瘦肉精”、兽用抗菌药及兽药残

留、生猪屠宰监管、水产品兽药残留及非法投入品、生鲜乳和农

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以农业投入品假冒伪劣、农药兽药使用

违禁超限、违禁物质非法添加、认证产品仿冒侵权为重点，持续

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治理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惩治

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形成监管执法震慑力。加强与市场监管、公

安等部门的工作协作，强化食品监管行业联合执法和“行”“刑”

衔接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加强科普宣传，引导健康消费，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加大有奖举报和典型案例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监

督，推进社会共治共建。 

七、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党政同责的要求，

推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强化“谋发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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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谋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保民生必须保安全”理念，明确

农业农村系统内部各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职责，推进落实农

产品质量安全“产出来”、“管出来”各项措施。按照全程监管的

要求，突出农业投入品、产地环境、种植养殖、收贮运、畜禽屠

宰等关键节点，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规范监管行为。

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名

录，建立黑名单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机制，

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