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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传统农业大省 ,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2005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和小麦产

量均居全国第 1位 ,占全国的 1/4。但是 ,河南省农

业生产多为分散种植 ,生产规模小 ,组织化程度低 ,

农产品质量意识不强 ,对食品中药物残留的危害性

认识不足 ,在生产中滥用高毒 、高残留杀虫剂以及动

植物增大 、增重 、增色 、增甜类激素 、抗生素和添加

剂 ,破坏了农产品原有的品质和风味 ,影响了河南省

农产品在国际 、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因此 ,研究河南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现状及发展对策 ,对政

府加强监管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尤为重要。

1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及监测工作

现状

近年来 ,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支撑体系

建设方面 ,已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加大了工作

力度 。农业部会同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全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 。据统计 ,

截至 2005年底 ,农业部已在全国规划建成部级农产

品(包括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农业投入品 、农业环境)

质检中心 193个 ,建成省级农产品(含投入品)质检

中心 30个 ,地(市)级建成农产品检验机构 439个 ,

县级建成农产品质检站 1 122个 ,已基本建立起部 、

省 、县三级配套 、互为补充 、常规检验与快速检验相

结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大部分质检

机构已投入运行 。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例行监测工作起步于

近几年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无公

害食品行动计划”的要求和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

精神 ,农业部从 2001 年开始对北京 、天津 、上海 、深

圳四城市蔬菜农药残留和畜产品“瘦肉精”污染开展

了例行监测 ,每年 1 ,4 ,7 ,9 ,11月由农业部部级质检

机构进行 5次例行监测。2002 年 ,蔬菜农药残留监

测扩大至 14个城市;2003年 ,蔬菜农药残留监测扩

大到全国 37个城市 ,畜产品监测扩大到 16个城市 ,

并开始实施农药及农药残留监控计划 、兽药及兽药

残留监控计划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药物残留及有害

物质污染监控计划 、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控计划。

2004年 ,又将水产品氯霉素污染纳入例行监测范

围 ,2005年 ,将畜产品例行监测范围扩大到 20个城

市 。农业部定期向社会公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

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好转 ,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

在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推动下 ,目

前 ,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监测工作也已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提供了保障 。

2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及监测工

作现状

2.1　机构建设情况

全省已挂牌的有 7个省级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 、

农业环境质检站。自 2001年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

计划”以来 ,河南省农业管理部门在河南省财政的支

持下 ,筹措资金 3 000 多万元 ,对全省 18 个省辖市

和 10个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项目给予扶

持 ,并带动1.1亿元的地方财政投入 ,首批立项筹建

18个省辖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和 10

个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农产品质检机

构建设资金投入和基本建设投入占总投入的 55%;

仪器设备投入占总投入的 45%。目前 ,全省 18个

省辖市及 5个扩权县(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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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已基本建成。

在河南省还建有 7 个农业部部级农产品 、农业

投入品 、农业环境质检机构 。其中在省会郑州建有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建在河南省

农科院)。该中心集科研 、服务为一体 ,充分发挥了

科研单位的人才 、技术优势 ,承担了农业行业标准制

定 、检测技术和方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 ,承担了

农业部 、国家和省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农产品及食

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工作 。

2.2　机构人员情况

省级 7个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 、农业环境质检站

共有 133人 ,其中 ,高级职称 47人 ,占现有人员的

35.34%;中级职称 31人 ,占现有人员的 23.3%。

全省新建的 18个省辖市农产品质检机构大部

分为财政全供正科级事业单位 。据统计 , 18个省辖

市农产品质检机构人员编制数为 217人 ,实有人员

共 238 人 , 其中 , 高级职称 45 人 , 占现有人员的

19%;中级职称 56人 ,占现有人员的 24%。5 个扩

权县(市)农产品质检机构人员总编制数为 35人 ,实

有人员 41 人 ,其中 ,高级职称 7 人 ,占现有人员的

17%;中级职称 16人 ,占现有人员的 39%。目前 ,

大部分地市农产品质检机构人员已基本到位 ,但也

有部分地市存在人员空缺现象 。

农业部部级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 、农业环境质检

机构共有 140 人 ,其中高级职称 55人 ,占现有人员

的 39.28%;中级职称 41 人 , 占现有人 员的

29.28%。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为

正处级事业单位 ,现有职工 32人 ,其中 ,高级职称

11人 , 中级职称 10 人 , 技术人员占现有人员的

87.5%;博士 、硕士 9人 ,占现有人员的 28.1 %;所

学专业包括应用化学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环境化

学 、农业化学 、微生物学 、食品工程 、生物技术 、农学

等学科 ,具有全面的专业技能 、丰富的测试工作经验

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在本省农业分析测试方面占有

重要地位 。

2.3　计量认证情况

目前 ,全省 7个省级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 、农业

环境质检站中已有 6个通过了省级计量认证 。而全

省 18个省辖市和 5个扩权县(市)的农产品质检机

构中有 7个市通过了省级计量认证。另有 7 个市

的双认证申报工作计划在 2006年完成 。

全省 18个省辖市已建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中心已投入试运行 ,但是 ,河南省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测体系的检测能力 、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 ,

尚不能完全满足省内农产品质量监管的需要 ,有待

进一步提高 。

建在河南省的 7个农业部质检中心均通过了农

业部机构认可和国家计量认证。

2.4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现状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相对全国较滞

后 ,究其原因主要是财力问题。

目前 ,全省 18个省辖市和 5个扩权县(市)农产

品质检机构中 ,有 17个(包括 3个扩权县市)已开展

了以快速检测方法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工作。2005年 ,全省开展例行监测约 2 686 批次 ,抽

检样品近 100万个 ,检测结果平均合格率为91.7%,

销毁不合格产品 9.3万 kg 。建在省会郑州的农业部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10余年来 ,依

靠农业科研单位的技术 、人才等优势为全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 2002年以来 ,承担了

农业部下达的对省会郑州市的蔬菜农药残留例行监

测 ,为提高郑州市的蔬菜质量安全作出了贡献 。

3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及发展对

策

3.1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建立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制度” 。为更好地贯彻实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 ,河南省

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力争经过 5

～ 10年的建设 ,形成重点突出 、符合区域农业结构

特征 、专业设置合理 ,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体系的服务功能的体系 。具体应做好如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要做到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 、整

合资源 、提升档次 。

统筹规划。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一个综

合管理部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负责全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具体管理工作 。

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上 ,要根据全省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特点从农业质量监督管理的实

际出发 ,建立以农产品为重点的专业性 、区域性和综

合性相结合的省市县三级配套 、分工合理 、互为补

充 、常规检验与批发市场(生产基地)快速检测相结

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要根据全省地域和优势

农产品发展的需要 ,建立相应的优势农产品检测中

心 。

整合资源 ,提升档次。要根据实际需要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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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整合现有检测资源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 、

高等院校的人才 、技术 、仪器等资源优势 ,优化投入

结构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二 ,在职能的界定上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负责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具体管理工作 ,按照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 ,主要承担制定并组织实

施全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监督抽查 、市场

准入检验计划的编制 、任务的下达 、检测结果的汇总

评价 ,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申请材料的审阅

和申报等 。

部 、省级综合性质检机构主要承担全省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监督抽查 、农产品产地认定和

产品认证检验 、市场准入检验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评

价鉴定检验 ,负责对市 、县级综合检测站进行技术培

训 ,接受其他委托检验和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工作。为全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

省辖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及县级综合性

检测站主要承担市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负责指导农产品生产基地和

批发市场开展检测工作;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查的抽样和生产过程中的日常监督检验;承担农

产品质量安全有关标准的宣贯和技术培训;接受其

他委托检验和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技术咨询

及技术服务工作 。批发市场(生产基地)检测点主要

承担该批发市场(生产基地)的农产品快速检测

工作 。

第三 ,加大财政投入 。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 ,是提高政府监管能力 、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能

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创新能力的保障。要加大

财政投入用于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 、实验室运转 、引

进培训高层次专业人才和高水平管理人才。仪器是

基础 ,人才是关键 ,没有合格的 、高水平的检测人员 ,

难以驾驭现代化的大型仪器设备。

第四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在检测机构的人才

队伍建设方面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郑州)及其他 6个农业部部级质检中心当属较好

的 ,但面对国外的技术壁垒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的快速发展 ,仍需快速培养人才。而目前全省 18个

省辖市和 5个扩权县(市)的农产品质检机构中 ,虽

统计数字显示人员的结构基本可以开展工作 ,但是

真正符合专业需求的人员仍很少 ,无法满足日常工

作的需要 。因此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前和今后

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工作 。

第五 ,通过计量认证。监督检验是一项执法活

动 ,我国《计量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均规定质

检机构必须通过省级或省级以上计量认证才能使检

测数据合法化 ,才具有监督执法的效力。同时 ,通过

认证的准备 ,可以大大提高检测机构的管理水平和

检测能力。

3.2　建立政府例行监测制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社会

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 。省市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农产品例行跟踪监测

制度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做到组织有保障 。省市县级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应设置专门机构 、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

其次 ,政府在经费上要投入。经费主要用于检

测机构的正常运转 、抽样 、检测 、质量控制 、仪器设备

的购置 、人员的培训等 。

第三 ,省市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区

域农产品特点 ,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农产品的产前 、产

中 、产后例行跟踪监测计划 。

第四 ,委托具有资质能力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

工作 ,由于监督检验要求所出具的监测数据具有法

律效力 ,因此 ,在检测机构资质的选择上 ,要委托通

过国家级 、省级计量认证的机构;在能力的选择上 ,

要选择检测技术能力强 、人员素质高的机构;在检测

机构管理水平的选择上 ,要选择内部管理水平较高 ,

质量体系运行良好 ,能持续满足政府对农产品例行

跟踪监测工作需要的检测机构。

第五 ,定期发布监测信息。增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透明度 ,让社会及时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第六 ,强化执法监督 ,对检测结果超标的农产品

及时销毁 ,并对责任人予以处罚 。

第七 ,对产生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进行跟踪

追溯 ,逐步建立起从餐桌到生产源头的可追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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