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
障工作总结(优质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总结篇一

1.年初，乡党委、政府立足我乡实际情况，调整充实了应急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乡防汛指挥部领导小组，完善了机制、
明确了责任，细化了工作，确定了目标，并把应急管理工作
纳入各村年终目标考核。

2.建立和完善了《乡防洪预案》、《乡防洪预案》、《乡突
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乡地质灾害防治预案》及四个地
质灾害点的应急预案，《乡防洪预案》中明确了疏散责任人、
撤离路线及老弱病残人员的具体责任人。建立健全了工作机
制，切实有效地开展了各项应急工作，达到了有计划、有步
骤、有方法、早预防、零伤亡的工作实效。

3.建立健全了应急管理信息台帐，进一步落实了应急机构联
系方式，加强了应急管理网络化、信息化、规范化建设。乡
政府办公室抓好各项日常报表的按时上报工作，无一件次出现
“错、漏、拖、瞒、差”情况发生。

4.及时安排专人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的各类安全应急管理培
训工作会议和学习，没有一例无故缺席现象，会议及学习过
程中参学人员没有迟到、缺席、早退。乡应急办工作人员不
定期对我乡的地质灾害点进行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5.乡应急管理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和结合我乡实际，乡成立



了由20人组成的应急队伍，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无不胜”的工作实效。各村成立了应急小分队负责处理本辖
区的应急突发事件。乡应急办为提高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救
援工作能力，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危害性，保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好社会稳定和谐，做到防灾减灾，把
突发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点，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和对突
发事件的应对。乡应急办公室落实专人负责日常各项工作，
应急物资储备室落实专人看管，建立好应急物资储备台账和
使用台账，不断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

6.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有效地防治
一切突发灾害的发生，我乡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及时对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的地点、地段、行业、部门等进行了科学有效的
排查，通过排查，消除了2处安全隐患，同时对存在问题的道
路交通、安全生产、药品食品管理、信息通信等领域进行了
彻底整治。

7.积极开展了食品药品、防灾减灾、地震灾害应急、校园及
饮用水安全知识等培训工作，认真做到集中学习、广泛宣传，
互帮互救，营造了共同参加，群防共治的良好应急防治社会
氛围。

8.健全了预警工作机制，完善了预警工作通讯网络建设。抓
好汛期防汛值班工作，坚持落实值班有带班领导，值班领导
的值班制度，明确了值班人员的职责，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做好值班记录的填写。各村落实值班责任人对本辖区内的重
点区域钉死钉牢。乡应急办工作人员时刻关注上级下发的天
气预报信息，及时掌握最新天气状况。同时加大对业务知识
的学习，应急信息报送员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报送信息。

9.乡政府应急办制定了我乡20xx年防洪应急演练预案，前期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在6月上旬开展一次防洪演练。

10.督促学校抓好“应急教育示范学校”的创建工作。“应急



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由分管领导亲自抓，学校主要领导
具体抓。

11、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乡在应急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党员干部
在应急管理工作中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二是应急管理和防
灾自救的宣传形式不够多，群众对应急管理的了解不全面、
知识掌握不丰富、自救能力不够强。三是应急预案制定不够
具体细致，预案质量还有待于提高。四是应急管理工作中资
金不足，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管理培训资金不足。

总之，我乡应急管理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
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工作职责，完善工作要求，
无任何重大危害事件发生，无工作失职情况。我们将在县委、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查漏补缺，弥补工作中的一些不足，
继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建设幸福而奋斗。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总结篇二

一、20--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明确责任，抓好任务落实。年初，召开了全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会议，与各县区农业部门负责人签订了《20--年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书》。今年，市农委先后下发《阜
新市农委关于加强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工作的通
知》、《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等文件22份;
结合“沈阜200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二是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通过加强基础、
加大投入、完善制度，我们积极推进市、县、乡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使全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得到
提高。截止目前，我市及各县、区的工作机构全部成立，并



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阜蒙县和彰武县成立了
县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阜、彰两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站通过了省质监局和省农委的考核评审，获得“双认证”，
全面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验检测工作。彰武县“农
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通过省农委验收。全市各
乡镇监管站明确了监管、检测职能，确定了工作人员;配备了
速测仪、冰箱、工作用车等必要装备，完成了挂牌任务。开
展了乡镇监管站标准化建设工作，全市65个乡镇全部达到
《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乡镇监管站考评方案》的标准，通过
省验收组逐一验收，取得省农委颁发的“考核合格证书”，
各乡镇均开展了检测工作;开展了辖区内巡查，开展生产技术
指导和技术培训活动。

三是认真开展各项整治和执法检查工作。20--年，全市农业
系统继续加强农业投入品和生产基地的监管，严厉打击制售
假劣农资坑农害农和违法违规生产不合格农产品的行为。1、
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完善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农业、食
药监、工商、质监、公安等部门开展农资打假行动，严厉打
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2、开展了种子市场大检
查。今年，切实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力度，重点检查非法转基
因种子、未审定品种、退市品种、种子包装标签、种子经营
档案和种子质量。全市累计出动种子执法人员3250人次，出
动执法车辆710台次。检查各类种子经营业户700户，查处涉
种案件35起，结案率98%，通过检查保障了20--年春耕生产顺
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用种安全。3、开展了全市农药监管年活动。
下发了《20--年阜新市农药监督管理年活动方案》等文件，
加强对高毒农药的监管，推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开展
了农药经营条件审查工作和烟剂农药专项整治，落实烟剂审
查备案制度。今年，共组织了5次农药市场大检查，出动执法
人员204人次，检查农药经营单位390户次，农药集散地7处。
今年，全市植保系统开展了农药经营条件审查巩固完善提升
工作，严格执行标准条件要求，严格审查，到年末，全市农
药经营单位获省颁发合格证数量达到170个以上。4、加强生
产基地的监管。市农委和市农质办今年对全市23个乡镇、47



个村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了实地检查，针对存在问题现场
提出了整改意见和要求。

全市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主，采取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和快
速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监测工作，制定监测工作计划和工
作方案。今年，市农质办共深入到54个重点乡镇、106个
村、162个生产基地和生产企业进行风险监测抽检工作。全市
共检测速测蔬菜样品50818批次，其中市级检测2288批次，县
区级检测2680批次，乡镇级检测45850批次，合格率100%。全
市完成定量检测样品703批次，其中市级定量检测168批次(含
市级监督抽查样品8批次)，县区级检测535批次。完成农业部
和省农委各项抽检439批次，其中农业部例行监测抽检209批
次，农业部监督抽查7批次，省农委风险监测190批次，省农
委监督抽查33批次，合格率98%。

(三)抓好农业标准化和“三品一标”认证及监管工作

截止目前，全市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总数达到134个，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73个、绿色食品57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4个;获认证企业37户，其中无公害农产品20户、绿色食
品17户;基地面积达到458万亩以上，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面积55万亩。

为有效维护“三品一标”农产品的权威性和品牌公信力，20-
-年，全市将“三品一标”认证和监管工作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年检、抽检、市场监察，强化
证后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年检、抽检，强化证后监管，市农
委组成“三品一标”生产基地检查组，对全市15个乡镇、32
个村的生产基地农产品进行了实地检查，针对存在问题现场
提出了整改意见和要求。全年抽检无公害农产品5个、绿色食
品15个，合格率100%;检查绿色食品生产企业13家，实现实地
检查率100%。二是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加强自身培训，积极
参加国家和省的各项培训，使队伍保持稳定并不断提高工作
能力，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持续推进市场培育和品牌



宣传，利用各类展会，媒体等宣传推介我市绿色有机食品，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四)抓好宣传活动和培训工作

为做好宣传和技术服务工作，市农质办积极参加市食安委组
织的宣传活动，并多次组织农质办、种子、植保等部门农业
专家，深入到阜蒙县和彰武县的部分乡镇，开展“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宣传活动。向农民朋友免
费发放《阜新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农药科学
选购和合埋使用》及《购买种子需注意的问题》等图书、资
料3000多份，深受农民欢迎。在市区的相关宣传活动上，共
发放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宣传册500份，设立展板12块，
发放宣传单3000份，受理咨询人数达120余人。

市农质办根据工作需要，编印、发放了《农产品生产记录簿》
41000册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汇编》和《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5000册。全市农业系统在各级电
视台、报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有关农产品质量
安全方面的新闻稿件52篇，向省农委和市政府上报信息19条。
全市农业系统开展了以标准化生产、现代农业实用技术、科
学使用农药等方面的各类培训292场次，共26000人次;发放各
种宣传材料约10万份。市、县农业主管部门开展了对乡镇监
管员的业务培训。市农质办对七区及乡镇检验人员专门开展
了两次业务培训。

11月份，由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辽宁省总工会、辽宁省
海洋与渔业厅、辽宁省畜牧兽医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辽宁省预选赛在沈阳落下帷
幕。本次竞赛共有来自全省14个代表队和42名参赛选手参加，
我市代表队获得团体赛第三名、个人(种植业)第一名的好成
绩。

工作中存在问题：近年来，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农业生产
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经营分散，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
程度较低，地域流通性强，监管工作范围广、难度大，存在
薄弱环节和盲区。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服务工
作体系基础薄弱，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农业投入
品特别是禁限用农药的监管难度大，农业投入品市场的安全
隐患仍然存在。四是各单位和部门间配合协作机制，特别是
综合执法体系建设，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监管执法方
面，亟需进一步加强。五是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工作经费、
执法车辆、检测设备投入能力较弱。

二、20--年主要工作安排

协调推进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力争
年内建成;健全完善提升阜、彰两县农业执法监管体系，理顺
职能，强化农业综合执法监督，推进农药、种子、化肥等农
业投入品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统一监管。支持帮助阜蒙
县、彰武县检测站扩大检测范围，提升检测能力。开展乡镇
监管站提升提质工作，进一步明确职能、充实人员、配备装
备、加大投入，逐步建立起一支力量匹配、业务规范、服务
有力的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队伍。

(二)以生产环节管控为重点，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

以农产品种植生产环节管控为主线，以农产品生产基地、农
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为主要对
象，以农产品生产环节农药、种子、化肥、添加剂的使用为
监控重点内容，严厉查处不合格农业投入品和不合格农产品，
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完善协调联动机制，
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开展农资打假行动，严厉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二是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加强重点时段的专项检查。三是加强生产技术指导。
四是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调整完善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
组成员。五是加强检打联动，严格处罚生产不合格农产品行
为。

按照“积极推进市级、强化提升县级、健全完善乡级”的原
则，切实加强全市各级农产品检验检测机构建设，加强检测
人员队伍建设，加强技术培训和考核，不断提高检验检测能
力和水平。要继续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重点，以农残快速检
测、监督检查和专项抽检相结合，不断增加市、县两级风险
监测的检测数量和范围，努力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规
范化、常态化。20--年，全市要确保完成开展检验检测农产
品样品达到6000个以上(市级和阜、彰两县各完成20__个)，
完成风险监测定量检测160样次以上。

(四)以“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和监管为重点，积极推进全
市农业标准化

一是加强标准化技术指导。积极推广质量控制规范和技术规
程，开展好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工作，切实发挥指导标准化
生产的作用。二是稳步发展“三品一标”认证。发挥品牌带
动作用，培育优质安全农产品品牌，提高认证产品标志加贴
率，引导扶持各类企业、合作组织发展有机农产品、绿色食
品认证，力争到年末，全市“三品一标”认证产品总数达
到130个以上。三是加强认证后监管和标志使用管理。加强市场
“三品一标”专项检查，打击假冒、违规使用商标行为，保
障生产企业合法权益，确保消费者身体健康。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总结篇三

为更好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力度，切实掌握我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状况，今年，农业局成立了县级监管机构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科，分管领导为特产总站站长申龙奎，下属人员2
名；乡镇监管机构9个，分别是敬信镇、马川子乡、板石镇、
英安镇、哈达门乡、密江乡、三家子乡、杨泡乡、春化镇；



设立村级协管员112名。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工作，结合《20xx
年吉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总体计划》相关要求，主
要对我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和生产基地的农
产品开展有毒有害物质监测。全年计划定量抽检500批次。其
中：蔬菜260批次，水果200批次，其他40批次，可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调整。

目前，由于人员和专业技术问题，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测中心只能检测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
从20xx年1月份起到12月份，检测中心有效化验蔬菜、水
果600余份，按照gb/t5009.199-2003要求，农药残留（有机
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总合格率达97%以上。取样范围主要
在我市英安镇和三家子乡蔬菜水果生产基地以及市场和各大
超市。

（1）中秋、国庆“两节”期间

配合省农产品检测中心对秋季菜抽检工作，抽检样品25份，
抽检品种：白菜、萝卜、土豆、大葱等。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共抽检蔬菜样品32份，主要来自哈达
门，英安，三家子等蔬菜基地。化验样品主要有豆角、柿子、
芹菜、白菜等，按照gb/t5009.199-2003要求，农药残留（有
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总合格率达100%。

（2）元旦、春节“两节”期间

检测蔬菜样品81份，主要来自哈达门，英安，三家子几个蔬
菜大棚和秋储的菜。化验样品主要有芹菜、芽葱、小白菜、
茼蒿、草莓、土豆、白菜、萝卜、毛葱等，按
照gb/t5009.199-2003要求，农药残留（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总合格率达100%。

珲春市20xx年新增“三品一标”申报数量共4例，其中有机产
品2家，分别是松哲种植专业农场有机种植基地和珲春市曙光
农产品加工厂；绿色食品2家，分别是东北长粒香和三疆河大
米。

（1）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尽快建立现
场准入制度，加强对蔬菜农药残留的监控。

（2）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继
续加强宣传学习，严格依法搞好各项工作，增强全社会农产
品质量安全意识，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长期重要
的工作来抓。

（3）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队伍建设，认真做好技术培训，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走向规
范化、制度化。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总结篇四

（一）注重宣传培训，着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为了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不断营造人人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广泛开
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的宣传与培训
工作，一是重大节日期间在农贸市场、超市共组织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宣传和咨询活动5场次，现场解答群众疑难问题，
并发放宣传图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问答等资料3000余份；
二是加大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安全知识培训，在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培训5场次，突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操作规程等知识，指导示范户规范填写田间生产记
录，建立了质量安全信誉档案；三是在我县蔬菜主要种植基
地开展培训活动5场次，以安全生产为主要内容。今年来，共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15场次，培训人数共计2200余
人次，发放宣传图册、宣传资料5000多份，现场咨询人数500
余人。四是强化相关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注重实践应用。年
初，制定出详细的学习计划，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
有计划、有步骤的学习了相关业务知识，一年来累计参加学
习12场次，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省农业厅举办的无公害检查员、
内检员培训会4次，委派检测人员到市农检中心进行专业技能
培训3次。

按照农业部、省农业厅和市农委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局及时
制定了《农产品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深入开展农产品专项
整治活动，以风险高，隐患大的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为重点，
强化整治措施，突出整治重点，按照工作职能和业务分工，
深入开展无公害农产品检验监测和执法工作，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了，确保了我县今年未发生重大农产
品安全事故。截至目前，共组织开展农业投入品专项整治活
动3次，共检查农资经营户95家。在主要农产品集中上市季节，
我局先后组织相关单位，在种植的重点区域，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检查3次，了解掌握我县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农业产业安全和农产
品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三）加强品牌农产品的认证，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根据“加快基地建设，推进名牌战略”的实施意见，今年，
我局积极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搞好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支持农产品企业按照市场化和标准
化的要求培育名牌产品，采取现场指导、认证前培训等办法，
使三品认证工作取得新突破。今年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个，
认证无公害农产品8个，超额完成了市农委下达的目标任务。
截止目前,我县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已达42个，认定面
积18.09万亩，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已达53个，绿色食品5个。

在农产品品牌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稞青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被省农业厅授予“省设施蔬菜名优品牌企
业”及“稞青”牌蔬菜获得“省著名商标”和“省名牌产
品”。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我县具有地方特色、历史悠
久的胡萝卜产品，申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工作
基本完成，目前，已顺利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专
家组现场评审会评审和公示。

今年我县共建设6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乡镇监管站，涉及6个乡
镇。其中，鹿苑镇检测站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相关程序已
落实到位，已正常运行。其余5个检测站，目前办公场所、相
关制度、工作人员等已全面落实到位，只等项目设备发放，
即可正常运行。同时，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项目资金已下达，我局及时成立了项目管理机构，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展开。

（五）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检测力度

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今
年来，我局加大了市场抽样检测力度，加强了日常监督检查。
全年共检测农产品13096批次，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99.9%，
并对检出的10批次不合格农产品进行了现场监督销毁，销毁
数量162公斤。

同时，为了保证流通环节的畜产品质量安全，今年加大了辖
区内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的猪肉的抽检数量，截止目前，共
抽检猪肉样品1030个，瘦肉精检测合格率为100%。

今年，在落实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工作中，重点要求超市、
农贸市场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誉档案和索证索票、信
息公示制度，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放心、安全的农产品。同
时，抓好阳光新生活超市的市场准入制度示范店建设，使市
场准入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今年，共开展农产品“三品一



标”检查活动4场次，出动执法人员23人次。

（七）积极推行产地准出制度，保障我县蔬菜顺利销售

为了确保我县冬菜顺利畅通销售，我局严格把好产地农产品
质量关口，在蔬菜销售旺季，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并出动
流动检测车为客商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对检测合格的农产品
现场开具产地准出证明。今年共开具产地准出证明86张，销
售蔬菜600余吨；同时，开通了蔬菜果品运销绿色通道，及时
向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业经纪人、客商发放“县蔬菜果品
销售绿色通道一卡通”102张，为我县蔬菜顺利销售提供了保
障。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建设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项目)，积极完成乡镇监
管站的建设任务并正常投入运行。

（二）加强品牌认证工作。拟认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个，无
公害农产品2个，积极引导申请注册农产品商标1个。

（三）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从规范生产上抓农产
品质量安全。

计划抓好1个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工作，并在区
域内加强培训工作，积极引导生产者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
标准生产，逐步实施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

（四）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试点工作。强化生产源
头管理，试行产地编码制度，加强生产全过程控制，达到了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保障，实现了质量的可追溯。

（五）加大无公害农产品证后监管工作。对已获证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逐个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并对相关负责人开展业务
培训。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总结篇五

1、及时召开会议部署。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
开后，市农粮局于5月6日召开了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精神，对
全市农产品监管、检测抽样、“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专
项整治等工作进行了布置。出台了《20xx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计划》、《20xx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方案》、《20xx年
市农产品“三品一标”发展工作意见》、《关于做好20xx年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工作的通知》。9月18日，市政府召开了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全
面总结了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客观分析了当前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进行了部署。
市政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县（市、区）政府科学发展综
合考核评价内容，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责任书，并将机构、人员、经费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条
件保障作为重点考核内容。计划出台《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
作达标建设考核办法》。

2、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以市农粮局主
要领导为召集人，市农粮局、市场监管局、卫计委、环保、
公安、商务、交通等部门组成的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席会议
制度，各县（市、区）政府均成立了以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分工，建
立了相关制度。市农粮局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形成了统一
领导、归口协调、分工负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制。

3、成立专门工作机构。为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力
度，经市编委批准，20xx年成立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局，20xx年成立了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主抓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



1、加强全市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为保障农产品质量检
测工作顺利开展，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将工作重点放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上。在省农业厅的大力支
持下，20xx年获得国家投资664万元，地方配套332万元，建立
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该项目目前已完成设备招投标，实验
室改造装修已基本完成，争取年底投入正常运行。余江、贵
溪农产品检测中心均已通过市级验收。

2、实行经费保障制度。我们已向市政府申请农产品监管经
费100万元，目前政府正在走审批流程。余江、贵溪均已安排
农产品监管经费50万元，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1、制定了工作计划。制定了20xx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计划，
对全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2、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制定了农资监管工作方案，强化了对
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严格执行农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推行
农资经营档案管理制度、责任承诺制度等，促进诚信经营和
责任可追溯；建立全市统一的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生产
经营单位台帐，实行动态监管；建立全市统一的生产记录档
案；加大执法力度，积极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检查。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的农产品专项整治活动，全年共开展了整治活
动15次，出动执法人员150人次，查处案件15起，结案率
达100%。

3、强化农业生产基地标准化建设和“三品一标”认证管理工
作。为提高农产品质量，我市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
农产品，加强了“三品”生产基地建设工作，大力发展优质
农产品。年初，我们制定了“三品一标”认证发展工作意见，
根据省厅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三品一标”产品认证有关工作的通知》，规范“三品一
标”认证工作和程序，加强了证后监管，加大了农业生产企
业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从20xx年开始，我们对全市农产品
生产基地进行建档，建立了电子化档案，并制作了全市农产品



“三品一标”认证分布图和监管基地分布图。目前，全市共
有种养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农资经销部等农产品质量安
全重点监管对象916家，其中农产品生产企业629家，农业投
入品经营企业287家。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
业179家；20xx年新认证“三品一标”产品24家32个产品，其
中有机食品5家11个产品。

4、加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督导检查。今年以来，省、市人大
对我市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我们重
点围绕机构、制度、项目、基地“四个建设”，监管、监测、
执法、宣传“四个加强”，形成“监管、检测、执法、认
证”四位一体工作机制，目前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检查组对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进行了肯定，
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局也多次组织人员到县（市、区）、
乡镇、农业生产企业进行督导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进行了处理。

6、加强例行监测，监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配合省农业厅
开展蔬菜、水果、食用菌等农产品风险评估和预警监测，以
及对省、市龙头企业和规模生产企业按季节和重点时段进行
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和监督抽查，加大检查检测力度。制定
了全年抽检工作方案，20xx年对全市蔬菜、水果、水产、生猪、
猪肉、猪肝、牛肉、禽产品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市场进行了
定期和不定期抽检检测。全年共进行快速检测2700多批次，
定量检测200批次，监督抽检150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
导意见》（国发〔20xx〕1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xx〕106号）、
《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全程监管合作协议》、《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农质发
〔20xx〕14号），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确保我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形成合力，实现无缝



衔接，我局经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协商，签署了全市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合作协议，成立了合作协调小组。

7、完善了应急体系建设。出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完善了协调机制、督查机制、安全信息等制度，认
真落实农产品安全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做到快速有效妥
善处置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8、加强宣传教育。我局充分利用媒体和各种宣传途径，结
合“送科技下乡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3.15”消费者权益日、“安全生产月”、“阳光培
训”、“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等大型活动，大力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宣传，积极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基本知识。今年
以来，共举办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20余场次，培
训2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5万余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的社会知晓度逐步提高。

一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建设滞后。由于机构改革，该项目几
经变更目前仍在实施，中心要到年底才能正常运行，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我市农产品检测工作。二是检测队伍有待加强。
特别是乡镇农产品检测队伍比较薄弱，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
缺乏。三是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意识有待加强。我市农产品
生产基地规模偏小，基地分散，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
意识比较淡薄，给监管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1、拟出台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达标建设考核办法，将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实行考核制，对县（市、区）实行量化考核。

2、拟对乡镇基层站实行标准化建设，明确职责和任务，加强
培训，提高其监管和检测水平。

3、加强监管和检测体系建设，形成“村、乡、县、市”四级
监管网络。



5、规范“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实行“三品一标”认证奖励
政策和“黑名单”制度。

6、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行举报奖励制度。
规范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和使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