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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是新阶段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

是加快发展优质 、高产 、高效 、生态 、安全农产品生

产 、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 ,郑州市委 、

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把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做为郑州市农业工作的重点 ,成立了“郑

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2003年市政

府把“启动农产品市场准入 ,发布农产品质检日报”

列为向全市人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 。2003 年

10月 1日起在全市实行了蔬菜市场准入制度 ,2004

年12月 1日起在全市实行了猪肉市场准入制度 。

郑州市农业局与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签订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 ,把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工作作为各级农业部门的重点工作来

抓 ,取得了初步成效 ,报道如下 。

1　成效与措施

1.1　从源头抓起 ,加快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

郑州市农业局十分重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 ,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2003 年全市

有 115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4.77 万 hm2)通

过了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委员会的认定。2004

年全市有 24个无公害农产品基地(1.34万 hm2)通

过了认定 。目前 ,全市共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139个 ,面积 6.1万 hm2 , 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养

殖规模达到生猪 15万头 ,奶牛 1 000头 ,家禽 1 500

万只 。新郑市 2 000 hm2 莲藕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基地 ,中牟县被农业部确定为

全国第 1批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生产示范基

地达标县。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 各县(市)区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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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 ,说明鹤壁市小麦产地环境地表水 、地下水

未发现受污染的迹象 。

2.3　土壤环境监测结果

小麦生长期土壤采样分析结果表明 ,所监测的

重金属含量(表 6)均未超标 ,且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

说明鹤壁市小麦产地环境土壤未受重金属污染。

　 表 6　鹤壁市小麦产地环境土壤重金属含量监测结果

(mg/ kg)

项目 钜桥 李常屯 泥河 古城 标准

镉 0.0036 0.0056 0.0012 0.0027 0.3

汞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25
砷 0.042 0.058 0.072 0.041 25

铅 0.012 0.02 0.018 0.009 50

铬 2.97 4.78 10.2 8.21 120

铜 3.56 12.4 6.89 2.32 50

3　结论和建议

鹤壁市小麦产地环境空气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有

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SO2 、NO2 、TSP 的变化规律说

明 ,正常时段示范区的空气质量优良 ,秸秆焚烧会明

显增加空气中 SO2 、NO2 、TSP 的含量 ,同时北方春

季的气候特点对 TSP 也有较大影响。示范区地表

水 、地下水均保持良好的水质状况 ,多数严格控制指

标均未检出 ,灌溉用水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所监测

土壤重金属含量均处较低水平 。总之 ,鹤壁市食品

安全小麦示范区具有优良的灌溉用水 、清洁的空气

和良好的土壤 ,完全符合小麦安全生长的环境要求。

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加强监管 ,加大宣传力度 ,提

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爱护自己

的生命 ,继续保持现有的优良环境质量 。同时制订

政策和法规 ,鼓励农民购买收获 、秸秆粉碎 、耕耙 、播

种一次完成的集合型农用机械 ,方便秸秆还田 ,培肥

土壤 ,同时也确保空气质量永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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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检测中心加强了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监

管 ,加强宣传培训 ,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 ,经常性地

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生产的农产品进行抽检 ,对使

用违禁农药 、兽药 、鱼药的现象进行严厉打击 ,促进

了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规范化建设。在 2004年 1 ,

3 ,6月份农业部对郑州市进行的 3次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抽检中 ,郑州市基地生产的蔬菜农药残留超

标率均为零。

积极组织开展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工作 ,目前 ,全

市已有 9个农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 11个农

产品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1.2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

以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建设为重

点 ,建立完善了“两级三层”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

系。目前 ,市区 55 家农产品批发 、农贸市场 , 72 家

经营农产品的超市 、连锁店自检体系已全部建立 。

为加强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

为做好郑州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自检体系建

设 ,郑州市对经省农业厅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统一配备了农药残留速测仪器设备 。

1.3　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

郑州市各级农业部门加大对农业投入品的治理

整顿力度 ,采取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 ,突击检

查与经常性监管相结合的形式 ,紧紧围绕重点季节 、

重点品种 、重点地区 、重点市场 ,扎实有效地推进了

农业投入品管理和农资打假工作的全面开展 。保护

了农业生产环境 ,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2004

年 ,检查农药经营户 1600多家 ,抽查标签 632个 ,共

立案 258 起 , 结案 206 起 , 没收假劣 、违禁农药

17.8 t ,净化了农业生产的源头 。

开展了兽药 、饲料市场整顿工作 ,共组织大型兽

药 、饲料行业检查 4次 ,抽查企业 2 340个(次),市

场 5个 ,捣毁造假窝点 3个 ,立案 98起 ,查处假劣兽

药 、饲料3.3t 。先后3次组织集中对桑园饲料 、兽药

市场进行了拉网式突击检查 ,严厉打击了生产 、经

营 、销售假冒伪劣兽药 、饲料 、“瘦肉精”等违禁药品

的违法行为 ,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保障了农产品生产

的安全。

1.4　加强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1.4.1　明确分工 ,各负其责 ,加强监管　依照《郑州

市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的规定 ,实行分级监管 ,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对全市农产品生产基

地 、批发市场 、集贸市场 、商业零售单位生产经营的

农产品进行抽检 、监管 ,重点负责市区上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 、管理工作;各县(市)、上街区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 ,加强初级监管 ,对辖区内所属农产品基

地 、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 、超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进

行检测 、监管;市内五区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负责对

辖区内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检

测 、监管;农产品生产基地 、批发市场和商业零售单

位 、配送中心建立自检体系 ,配备速测仪器 ,推行速

测技术 ,把好自测自检关。

1.4.2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实行农产品质量

日报制度　目前 ,郑州市市区日消费蔬菜约 230万

kg ,日消费猪肉 25 万 kg 。为加强上市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检测 、监管 ,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放

心菜” ,郑州市农业局每天派出 124名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 、执法人员 ,进驻市内蔬菜批发 、农贸市场 、超

市 、连锁店 、专卖店 ,依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规

进行检测 、执法 ,严格实施蔬菜 、猪肉市场准入制度。

2004年 12月 1日起 ,检测中心每天对上市猪肉进

行“瘦肉精” 、磺胺类药物 、激素残留抽检。对生猪实

施“定点屠宰 ,集中检疫” 。实现了入宰动物受检率 、

屠宰检疫率 、无害化处理率和上市持证率 4 个

100%。全市上市生猪产品 95%以上来自定点屠宰

场 、规模养殖场(户)。

1.4.3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　一是严把批发

市场入口关 。农业局在陈寨 、刘庄 、毛庄三大批发市

场派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执法人员 ,配备检测仪

器 ,实行 24h监控。对进场交易蔬菜实行企业自检 、

政府抽检 、执法人员复检三层把关 ,做到“逢进必

检” ,对检测出的农药残留超标蔬菜当场予以无害化

销毁。2004年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依照

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量的快速检测

标准(GB/ T5009.199-2003),共抽检蔬菜样品 71

万个 ,合格率 99%。抽检水果样品 792 个 ,合格率

100%。抽检肉品样品 7 166个 ,合格率 99.8%。二

是加强农贸市场 、超市 、连锁店监管。农业局为农产

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配备执法车 3 台 ,实行满负荷

运转 ,每天对市区各个批发 、农贸市场 、超市 、连锁店

进行检查 ,规范企业按照《郑州市无公害农产品管理

办法》 、《郑州市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

对检测出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的农产品进行无

害化销毁 ,对违规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质量追溯处

罚 ,以确保市场准入制度的顺利实施 ,真正让市民吃

上“放心菜”。2004年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人

员共销毁检测出的农药残留超标蔬菜 4.2 万 kg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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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我市蔬菜市场。

1.5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制化建设

为了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保护

农业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高我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我市先

后出台了《郑州市农药管理条例》 、《郑州市饲料 、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制定发布了《郑州市无公害农

产品管理办法》(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0号)、《郑

州市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07

号),《郑州市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

加强动物防疫及监督工作的通知》 、《郑州市食品放

心工程实施方案》 、《郑州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 、《郑州市猪肉市场准入工作实施方案》等规

章 ,进一步规范了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

为做好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政策

法规依据 。

1.6　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

我们加强与省 、市新闻媒体的合作 ,积极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宣传 ,营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

良好氛围 。为农业部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

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成为全

社会关注的热点 。

通过全市上下积极行动 ,加强领导 ,通力合作 ,狠

抓各项措施落实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达

到了政府满意 ,人民群众放心。2004年 4月 ,农业部

公布的对全国 37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产品安

全质量定点监测结果表明 ,郑州市蔬菜中农药残留超

标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居全国第 5位。猪肉中“瘦

肉精”和磺胺类药物检出率为零 ,并列全国第 1位。

2　进一步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与

建议

2.1　进一步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充分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关系到全市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我市农业现代化建设。要进一

步转变工作思路 ,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为主线 ,把

全局的工作重点都纳入这个体系中来 ,把工作的重

点从传统的种养 ,转到保障全市人民的食品安全上

来 ,敢于探索 ,勇于创新。

2.2　进一步抓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要进一步加大无公害农产品(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步伐。在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同时 ,实行“龙头+基地+农户”

的模式 ,引导农户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实现无公害农产品(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加强无

公害农产品(畜产品)生产基地认证工作 ,不断扩大

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和畜产品产量 。

2.3　加强农业投入品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监督检查 。二是组织开

展经常性的农药市场打假活动。严厉打击无证非法

生产农药的行为;加强对高剧毒农药禁用 、限用的监

督管理 。三是对肥料 、兽药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农

机等农资市场 ,坚持开展经常性的市场巡回检查 ,并

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专项治理活动。

2.4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检测工作

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建

设 。以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建设为重

点 ,建立完善“两级三层”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

通过检测体系的运转 ,每天从源头到市场层层检测

把关 ,从农田到餐桌实行全程监控 ,确保市民吃上

“放心菜 、肉 、奶”等食品 。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要进一步加强农产

品质量安全市场检测工作 ,实行全天候的抽检执法

监管工作 ,依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规 、《郑

州市农药管理条例》、《郑州市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

法》 、《郑州市猪肉市场准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 ,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执法 ,规范完善农产品市

场准入制度 。加大执法力度 ,采取有力措施 ,使农产

品批发 、农贸市场 、超市 、连锁店 、专卖店 、配送中心

自检体系积极主动地按市场准入制度规范运行 ,以

确保上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

2.5　加大农业行政执法督察力度

加大对农业行政执法落实情况的督察力度和农

业行政执法力度 ,成立市农业局行政执法督察组。

督察组成员对局属所有农业行政执法人员 ,无论是

种子 、农药 、化肥 、饲料 、兽药 、饲料及蔬菜 、猪肉的市

场检测等工作 ,坚持开展每天不间断的监督检查 ,建

立起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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