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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管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总结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

成效及体会;针对存在的标准意识不强 、技术力量薄弱 、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提出了加快

修订结构合理的农业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监督机制 、完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组

织形式 、强化标准化技术队伍 ,扩大优质无公害基地规模和品牌等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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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管理现状

1.1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初具规模

目前 ,全市已建立省级标准化示范区 2个 ,市级

标准化示范区 2个 ,示范村 11个 ,认定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 27个 ,有 16个无公害农产品通过农业部认

证。全市无公害农产品面积达 9100 hm
2
,占全市耕

地面积的 26.1%, 其中 , 蔬菜 2 200 hm
2
, 林果

5380 hm
2
,水产品 186.7 hm

2
,食用菌 1 500 t。另外 ,

还有 3个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10个无公害农产品 、3

个绿色食品通过了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检测 ,正在

申报认定认证。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打造了一

批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无公害农产品知名品

牌 ,如朱庄石榴 、邵州苹果 、马村酥梨 、轵城冬瓜 、亚

桥甘蓝 、寺郎腰大葱 、五龙口大米 、坡头薄皮核桃 、王

屋山中药材等 ,增强了济源市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带

动了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规模发展。

1.2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几年来 ,全市自上而下形成了市 、乡 、村一体化

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体系和产 、销 、管相衔接的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市里成立了济源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投资 200 余

万元购置了农产品质量检测仪器和设备 ,通过了省

级计量认证和机构认证 ,全面具备了实施农业标准

化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能力;各乡 、镇 、

街道办事处明确了以农业服务中心为主体的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和管理工作机构 ,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都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载体 ,将千家万户农民联

结成一个个经济实体 ,形成了统分结合 ,以统为主 ,

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在销

售环节 、各大农贸市场 、超市都设立检测室 ,销售门

店设立无公害农产品专柜。目前 ,共建成基层检测

室 6个 ,全部投入使用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管理

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有力地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

2　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与启示

几年来 ,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由无到有 ,生

产规模由小到大 ,生产水平和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显

著提高 ,全市蔬菜 、瓜果农药残留超标率由 20%下

降到 10%,市民菜篮子商品合格率也由 80%左右稳

定达到 95%以上。2007年 9 月省农业厅组织的全

省农产品质量例行监测结果显示 ,济源市蔬菜农药

残留超标率为零 ,农产品质量合格率居全省 18个省

辖市之首。在肯定成效的同时 ,也为我们留下了诸

多有益的启示。

2.1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开展

的重要基础

搞好无公害农产品工作 ,提高农产品质量 ,确保

城乡居民饮食安全 ,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 ,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也关

系到农民增收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

体化发展步伐;不仅是社会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需要 ,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迫切要求。这项工作涉及面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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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大 ,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必须形

成以政府为主导 ,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动机制 ,才能

取得良好成效 。多年来 ,通过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 ,

上至市 、乡政府各级各部门 ,下至村 、基地 、经营商

户 ,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工作形成了共

识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 ,市政府成立了以主管

副市长为组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小组 , 2007年

4月 ,市政府第 5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济源市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

供了可靠的依据和规范;同时 ,市政府还将无公害农

产品工作列入工作重点 ,与各乡镇签定重点工作目

标 ,纳入台帐管理;在财力方面更是大力支持 ,除投

入数百万元购置检测设备仪器外 ,每年用于农产品

检测监管经费和无公害农产品认定认证奖励资金达

近百万元 。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为济源

市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和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全面

起步和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2.2　密切配合是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

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 ,重新明确了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主体

地位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配合 ,在人力 、物力上

实现了资源合理配置 。一是坚持“无公害农产品 、绿

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三位一体 ,整体推进”的指导方

针 ,把分散在有关单位的无公害 、绿色 、有机农产品

的标准化制订 、申报认证 、基地和市场质量监管等职

能统一起来 ,由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实施 ,二是把农

业系统内部的种子 、土肥 、检疫等部门的化验检测设

备仪器进行整合 ,人员进行调配 ,由质检中心统一管

理。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

科学的整合和配置 ,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2.3　制度建设是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管

理的保证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

工程 ,涉及面广 ,环节多 ,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 、切实

可行的制度 ,对工作进行规范和制约。几年来 ,根据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管理

办法》 ,结合工作实际 ,先后研究和制订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 ,有力地促进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在生产环节制订了农产品产地 、产品认证制

度 ,编印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禁止使用农药》、《无

公害农产品推荐使用农药》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质

量管理措施》 ,实行了产地生产档案制度 ,为保证生

产合格的无公害农产品和进行质量追溯奠定了

基础。

(2)在销售环节 ,一是积极探索试行协议质量管

理制度 、无公害农产品产销合同制度 、无公害农产品

销售证制度;二是全面实行产品标识制度 ,对农产品

超市采用公示栏的形式 ,对集贸市场和直销户则以

《无公害农产品销售证》形式 ,将品种 、产地 、认定认

证证书号 、检测结果进行公布 ,使产销对接 、优质优

价 ,市民放心 ,明白消费 。

(3)在质量安全监管方面 ,一是实行产地监管制

度 ,对照生产档案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产地的水源 、

肥料 、土壤 、农药等生产资料进行检查和检测 ,从生

产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二是实行市场监管

制度 ,在自检的基础上 ,进行日常抽检 ,并将检测结

果每周一次在济源日报 、电视台 、电台等媒体上

公布。

(4)实行社会监督制度。为使农产品质量监管

工作公平 、透明 ,接受社会各界全民监督 ,创建了济

源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 ,开通了政府法规宣传 、认定

认证查询系统 、不合格农产品举报等栏目 ,还开通了

农产品质量监督电话 ,形成了监督渠道畅通 ,信息反

馈及时的全社会监督机制。

3　存在问题和建议

济源市的无公害农产品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绩 ,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农业标

准化意识不强 ,部分基层单位领导对农业标准化的

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 ,仍按传统方法和思维开展工

作 ,许多农民对农业标准化还缺乏了解;二是技术力

量薄弱 ,急需培养和充实一批农业技术人员 ,加入到

无公害农产品的工作中来;三是市场监管机制和制

度还不很完善 ,监管范围和力度还需进一步拓宽和

加强;四是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规模不大 ,产品品牌不

响 ,农村合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针对济源市的实

际情况 ,加快济源市无公害农产品的发展 ,要以推进

农业标准化为基础 ,加强“六大体系”建设 。

3.1　加快标准的制 、修订 ,建立结构合理的农业标

准体系

紧紧围绕济源市朱庄石榴 、马村酥梨 、邵州苹

果 、坡头核桃 、亚桥蔬菜等优势农产品生产 ,建立健

全以生产技术规程为主的标准体系 ,切实做到优势

农产品生产有标准可循 。对现有标准要根据科技进

步 、市场变化等 ,及时进行修订 、补充和完善 ,始终保

持标准体系的科学性 、开放性和先进性 。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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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 、生产基地 、专业技术协会制定企业标准 。

建立和完善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为重点的产前 、

产中 、产后全过程农业综合标准体系 ,增强标准的配

套性 。

3.2　大力开展示范区建设 ,建立农业标准化实施

体系

“十一五”期间 ,济源市要紧紧围绕优势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 ,创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3 ～ 5

个 ,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乡(镇)6 ～ 8个 ,示范区 5 ～

10个 ,示范村 50 ～ 100 个 ,从而引导带动全市全面

开展农业标准化工作 。同时 ,引导涉农企业和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为大葱 、核桃 、酥梨 、石榴 、冬凌草等特

色农产品申报地理注册商标和原产地保护 ,并积极

组织参加各种大型国际 、国内农业博览会 ,进一步提

高济源市优势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国内外市场的竞

争力 。

3.3　健全质量监控制度 ,建立农业标准化实施监督

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监管体系 ,全面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市场准入 、质量追溯

和信息发布制度 ,促使生产者 、经营者按照标准组织

生产;二是建立和完善企业(协会)产品质量保障体

系 ,加强农产品收购 、加工 、销售质量监控和质量追

溯管理;三是建立农产品生产经营和农业投入品经

营档案 ,对农产品生产 、经营 、农业投入品经营实行

责任可追溯管理 ,强化生产者 、经营者的责任意识 ,

自觉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和经营;四是推行产地和产

品标识管理制度 ,提高消费者对采标标志认可度 ,促

进生产经营者采标自觉性;五是采取采标产品专销

制度 ,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激励生产者执行标准;六

是加强农业执法 ,依法实施和管理农业标准化工作 。

3.4　创新运作机制 ,建立农业标准化组织体系

积极探索“政府推动 、市场拉动 、企业带动 、农民

主动”的农业标准化运行机制 ,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

求 ,依托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协会),推进

农业标准化建设 。“十一五”期间 ,济源市要建成“规

范标准 ,运作有效”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

20 ～ 30家 ,全面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经营管理 ,

切实使他们发挥农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主导作用。依

托这些组织和企业将政府部门 、科技单位 、基地农

户 、社会力量等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合力 ,依照标准 ,

实行统一基地规划 、统一种苗供应 、统一标准化技

术 、统一投入品配送 、统一产品收购 ,提高生产经营

组织化程度 ,扩大产业规模 ,保证产品质量 ,增强市

场竞争力。

3.5　强化技术培训 ,建立农业标准化技术队伍体系

通过各种形式 , 加强对各级领导 、基层农技人

员 、农产品加工企业员工 、广大农民进行农业标准化

的宣传和培训 ,争取每个行政村 、农产品加工企业 、

标准化示范区都有通过农业标准化专业技术培训的

技术骨干和明白人 ,通过努力 ,建立一支能够适应农

业标准化工作需要的标准化技术队伍 ,以推进农业

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

3.6　实施名优战略 ,尽快形成济源市优势农产品的

品牌体系

目前济源市已培育出不少名优农产品 ,如马村

酥梨 、朱庄石榴 、邵州苹果 、五龙精米等 ,但是每到销

售季节 ,广大农民或生产企业(协会)仍然会面临一

定程度的“卖难” 问题 。其原因是品牌意识不强 ,农

业标准化程度不高 ,并且缺乏必要的宣传和销售手

段及途径 ,致使济源市名优农产品无法进军更广阔

的市场 。因此 ,发展品牌农业 ,提高竞争优势 ,应成

为济源市农业标准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新的视

野 。大力实施名牌战略 ,首先要树立名牌就是竞争

力的理念 ,认真组织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 ,定期开展

济源市名牌农产品评选推荐活动 ,积极推动和引导

农产品企业争创济源市名牌产品 ,推进优质安全农

产品品牌化建设;其次要制定发展规划 ,加大支持力

度 。要紧紧围绕济源市优势农产品 ,制定好发展规

划 ,实施好奖补政策 ,引导企业积极申报 ,切实做好

服务工作 ,培育更多的名牌农产品 ,增强名牌农产品

的带动力和影响力;第三要切实加强名牌农产品管

理 。探索统一包装 、标志使用 ,设立专卖点 、专柜或

进入超市 ,集聚品牌效应 ,努力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

一批知名度高 、带动力强 、辐射面广的安全优质农产

品品牌 ,不断提高济源市名牌农产品在国内外的市

场占有率 ,树立企业和产品良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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