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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成果,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我镇作为建湖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先进单位多次承担省市及兄弟单位现场展示的任务。近年来积极开展“镇村监管联动效能提升年活动”

和“示范村示范户(基地)建设活动。”继续推进监督管理、质量监测、投入品管控、标准化、质量追溯、诚实守信等六大体

系建设,围绕食用农产品生产及收贮运藏等环节,以蔬菜水果生产和农业投入品为重点,突出“重点产品、重点单位、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的监控,努力提升镇村监管效能,使我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阵地化、信息化、常态化,促进农业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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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持统筹安排,明确工作目标 

1.1 建阳镇网格化监管基本情况 

我镇紧邻建湖县城。全镇面积 93.5 平方公里,人口约

5.4 万人,下辖 22 个村居。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网格化监管工作要求,2015 年就全面建成了比较完备一、二

级网格化监管体系。现有一级网格化监管员 22 名、二级网

格化监管员 5 名、企业持证内检员 16 名。 

目前全镇有 2 家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示范基地；3

家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示范基地；绿色产品 2个、绿色

产地 2个；无公害产品 23 个、无公害产地 11 个。 

1.2 注重培训学习和参观交流 

培训学习和参观交流,可以拓宽眼界、增加我们的见识,

而多和领导专家同行交流,可以让我们及时了解监管工作中

的新动态、新举措,容易产生“头脑风暴”。 

1.3 坚持每月例会,总结推出更加简单有效的监管方式

和方法 

俗话说“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我们坚持每月例会制度,

大家碰碰头,互通有无。考虑如何让上级的要求和实际工作

无缝对接。我们觉得做好工作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去

改进和完善它。 

2 坚持分类指导,强化日常巡查 

2.1 做好监管对象的分类 

我们目前将全镇的监管对象分为四大类：水果蔬菜、农

资经营、粮食作物和收贮运藏。 

分类是为了我们的监管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不是眉毛胡

子一把抓；也可以使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它们各有特点,所

以要求我们的监管服务工作也要相应的侧重点。 

2.2 强化宣传指导和警示教育 

我们按照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的精神要求,认真

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江苏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文件要求,结合重大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关键农时节点等工作开展宣传培训。 

3 坚持现场抽检,强调检测应用 

3.1 摸清情况,制定计划 

对于室内检测,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我们的检测能

力在服务创建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我们建立了重点监管对象制度,把水果蔬菜生产基

地和三品一单位全部纳入其内,在此基础上制定全镇水果蔬

菜抽检计划一览表,让我们的检测变得更加有针对性、更有

效率。 

3.2 着力构建应急快速检测机制体系 

3.2.1配合上级例行监测工作,认真做好抽样送样工作。 

3.2.2 我们要强化生产基地的农残速测能力的建设,建

立定期检测制度,完善镇地两级检测体系。 

3.3 建立预警和溯源机制 

检测数据重要作用就在于预警和溯源,可以有效地预防

更坏的事情发现,避免更大的风险。也能让我们迅速找出问

题的症结所在,制定改进和补救方案。 

制定完善农产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分工明确的应

急处理责任制和预警机制,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分级

及应急响应程序,做好技术储备、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等保

障工作,确保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反应迅速、决策准确、

措施果断、运转高效、处置得当、处理到位。而加快农产品

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实现农产品从田头到市场、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4 坚持平台建设,加强痕迹化管理 

4.1 充分理解信息平台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

当作加强痕迹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抓手。 

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注意资料收集、分类、归档,只有这

样才能做到及时录入、上传监管信息平台。也是保护自己的

必要手段。 

4.2 常态和专项结合,丰富监管平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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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种专项活动可以使我们的平台内容更加立体多

元,今年县里组织的水生蔬菜专项整治活动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警示专项教育活动,在路口有宣传横幅、各村有宣传标语,

做到了电视有画面、广播有声音、群众有回应。 

“万户质量调查”工作,让我们对零散的生产农户情况

的掌握有了一个准确的切入点,在调查对象上注意扩大了水

果蔬菜的比例,更大范围掌握农产品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情

况,提高预警能力,及时排查事故隐患,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 

5 坚持品牌创建,促进诚信建设 

5.1 重视“三品”单位后续管理,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 

第一我们将所有“三品一标”单位和新申请的单位全部

纳入重点监管对象,水果蔬菜类要求每季度巡查一次；其它

单位每半年巡查一次。坚持发展和监管并重。 

第二引导他们在“内功”上“下硬功夫”,对照规范化、

标准化的要求,完善“八有”基地的建设,不能把制度挂在墙

上,而要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努力提高“三品”的质

量和公信力。 

第三是督促他们把检测、追溯系统用起来,不能放在那

里做样子。重点对基地的管理、信息采集、标识使用等情况

加强检查,确保生产、检测信息准确及时上传,强化农产品质

量追溯体系建设。 

第四鼓励“三品一标”企业使用包装上市销售,提高品

牌效应,成为农业生产“ 严谨标准”的执行人和引领人。 

5.2 积极开展质量追溯示范推广 

对已经建立的2个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示范基地和3个

市级基地,鼓励相关企业提前做好农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衔

接的准备工作,加强追溯信息在线监控和实地核查。 

提高企业质量追溯水平和追溯平台的应用质量,加强企

业二维码管理,重点督查二维码查询数据和纸质生产记录档

案的“一致性”。引导企业规范和强化内部管理,推进产地准

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的常态化建设,扩大“产地证明”和“检

测证明”的应用范围。扩大产地和品牌效应,实现“产得好、

卖得高”。 

5.3 强化质量安全诚信建设 

以“创牌立信”活动为抓手,树立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诚实守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主体意识。 

配合市县相关部门把评选和宣传推介结合起来,打造叫

得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牌。同时加强对诚信企业的管理,

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不断提高诚信自律水平。 

6 坚持镇村联动,提升监管效能 

6.1 固定季度例会制度 

我们把每个季度的一次例会当作重要的学习培训阵地,

好多协管员内心并不真正理解农产品质量工作的重要意义,

他们认为这是表面文章,心里并不当回事。所以我们通过安

全警示教育增加他们的工作责任感。让他们多做“规定动作”,

尽量减少“自由动作”。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项工作不在一时之功,而我们所做

的一切也是逐步的潜移默化,要让他们动起来,通过他们让

所有人知道,这是国家政策,政府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专门的

法律法规,有专门人管理这项工作,加强镇村联动,不但他们

要家家到,我们也会家家到,而我们去则是考察基地和他们

的工作了。具体要求是每个季度要跑一次,然后在例会公开

考评。 

通过培训学习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辖区内的重点隐患基

地和重点隐患产品,从而有针对性开展巡查指导,同时也不

放松对普通散户宣传引导,因为规模企业出事影响大,而那

些普通散户出事频率高。 

6.2 加强示范村和示范基地建设 

今年全镇要建立 1—2 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村,每个

村要建立 1—2 个示范户(基地),凡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名录

的,都要成为示范户(基地)。以典型推动村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的制度化。同时这对于协管员也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通过建设让他们了解示范村和示范基地建设的要求,对

于做好面上的工作也是个促进。 

6.3 严格考评奖补制度 

认真落实“季评年奖补”的村级协管制度,重点检查《村

协管员手册》的记载内容是否及时真实和规范完整,季度例

会时统一划档评价,让大家互相观摩,请做得好的同志讲讲

他的经验。 后将结果当场公示。 

强化宣传引导,虽然奖补的钱不多,但工作量也不是很

大,要求他们每个季度抽出 1—2 天的时间,看看工作手册,

认认真真走走访检查一次,填好手册,杜绝临时突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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