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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也提出了高要求,尤其是

食品安全质量,一直是广大消费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在新时期背景下,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为了迎合人们

的生活需求,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如何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控是我国相关农产品质量管

理部门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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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

不断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流向市

场,然而在农产品实际销售的过程中,很

多的农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完全不符合

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由于相关的管理

人员对农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原因了解的

不够全面,无法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解

决相关的问题,并且还因为农产品市场

监督部门的职能未能充分的发挥,针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能实施有效的解

决方案,以至于不符合相关食品安全规

定的农产品流入市场,埋下食品安全隐

患,直接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巨

大的威胁。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只有相

关管理人员认知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的重要性,才能打造出一个优良的食品

市场环境,从而为食品的安全性增添强

有力的保障。 

1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存在的

问题 

1.1产业化程度低,质量安全监管

困难 

我国的疆土地域十分广泛,为农产

品的生产提供了诸多的销售渠道,但是

由于我国农产品的分布较为分散,规模

化种植、养殖、生产程度比较低,为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

了巨大的阻碍。农村作为我国农产品的

主要来源地区,农户为了迎合市场的需

求,大多是多种作物一起种植,而且大

多数农户属于个体户,实施自主经营模

式,包括种植、加工、存储、运输以及

销售等多项程序都是自主完成,使得相

关质量监管部门难以介入这些活动,从

而难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质量此外,农

产品销售市场的零散性和流动性同样

不利于相关质量监管部门的质量监管,

比如城市郊区居民自行种植,街道、路

边和小巷贩卖的农产品以及中小城镇

流动贩卖的小摊等,都不利于农产品质

量的监管[1]。 

1.2农产品生产方式落后 

由于市场上的农产品大多数来自农

村,农户的文化水平较低,长期受传统种

植观念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户对农产

品的种植方法多半以传统的经验为主,

无法利用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产

品的生产规律、生产方式、加工、运输、

储藏等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更无

法对市场动态信息进行充分的掌握,因

此导致我国农产品的种植难以实现规模

化与产业化的管理,以至于农户在种植

农产品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化肥、农药和

添加剂使用过量以及加工不当、产能过

程的状况,不仅影响着农产品的安全性,

而且还影响着周围的生态环境。 

2 新时期背景下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2.1完善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 

为了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需要

借助一个完善的农业标准化机构进行农

产品的生产把关工作,农产品质量监督

机构通过对农产品生产的过程进行监督

和批准,从而确保在根源上对农产品的

质量和安全进行严格的管控。自农产品

生产阶段开始,所有的程序都需透明化,

以便每一个生产步骤都能得到有效的监

督,这样才能充分的保障食品的安全性

和健康性,让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的时

候再无后顾之忧。同时为了扩大农业产

量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可以结合工业同

步发展,借助先进的工业技术,为农业提

供先进的农具,从而实现现代化生态农

业发展,而且还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

生产技术以及引进其先进的生产设备,

借以增强我国农业的生产标准。此外,

由于我国不同的区域存在着不同条件的

差异,包括土地、水源、气候等,为了确

保各个区域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定要

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匹配的生

产方案,同时相关监督机构管理人员增

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识,对农产品

的质量进行严格的把关,实现农业生产

优化[2]。 

2.2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管理意识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问题知识

普及到人民群众当中,以便增强人民群

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意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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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有效的宣传手段推广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知识,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等

传统媒体,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社区活

动进行新型媒体的传播,总之利用多种

多样的宣传手段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管理意识,以便增强消费者的

警惕性,能够快速的对一些虚假的农产

品广告做出准确的判断。其次,生产厂家

加强生产人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专

业培训,通过专业知识的培训,使生产

人员意识到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在今

后生产的过程中,运用科学有效的农业

生产方式,增强农产品的产量及质量,

而且还能让生产人员通过专业的培训,

充分的掌握到科学的农产品安全管理

方式。 后,做好预防工作,为了避免消

费者购买到不良的农产品,需要建立有

效的监督和举报机制,通过该机制严格

的监督消费者购买的农产品是否符合

质量安全标准。 

2.3制定合理的安全管理措施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特点存在着不同

的差异,为了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需

要根据区域的特点制定相符的管理措

施。首先,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的推

广力度,同时培养大量的食品安全鉴定

人才,将食品安全的监督体系及相关部

门的责任机制进行完善,这样才能严格

的把关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从而确保

安全可靠的农产品流入市场。其次,在农

作物生产的过程中,对农产品进行分类,

以便更好的控制农产品的生产质量。通

过科学先进的种植技术,将食品安全的

上限和下限进行合理的设定,大量的推

行和种植安全可靠而且经济效益可观的

农产品, 确保健康绿色的农产品市场的

畅通,严厉的杜绝及生产含有危害性的

农产品,防止有害的农产品流通于市场。

此外,由于部分区域监管部门的监管制

度并不完善, 甚至有些区域的专业鉴定

人员极度的匮乏,导致当地消费者的防

患意识不强,为了改善这些问题,需要加

强相关部门的监管制度,大量的培养专

业鉴定人员,从而增强消费者的防患意

识及举报意识,同时,为了增强我国各区

域内的农产品安全管理水平,一定要结

合当地的特点,制定相符合的防范手段

以及增强消费者和专家团队的统一合作,

尽 大的努力做好自身区域内的食品安

全管理措施,这样才能有效的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可靠性[3]。 

2.4建立挂钩制度和科学的考核评

价追究制度 

为了进一步的增强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将农产品的质量问题从国家的角度

出发,可以将农产品安全管理与农业生

产者补贴相结合,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项目在财政上进行规划,进而提高生产

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度,同时还

要将农产品的生产和农产品食品加工企

业结合起来,使生产原料的质量问题在

食品加工初期就得以有效的解决,进而

增强农产品食品加工的质量标准。其次,

为了大力推广绿色农产品的流通,对于

低毒低残留的农产品要给予大力度的补

贴机制,对于污染比较严重的产地要增

强该区域生态的补偿制度,积极的研究

与探索并制定出一套可以去报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保险制度。此外,将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规划落实到地方政府、县以及

乡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中,构建科学健

全的考核评价制度,依法追究并处决对

农产品安全管理部门及生产经营主体的

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科学完善的绩效考

核制度和评价制度,有助于农产品安全

管理部门的领导及时的发现农产品存在

的质量安全问题,并能及时将农产品的

安全管理制度做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

从而达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理想目

标[4]。 

3 结束语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有着非常庞大

的农产品市场,为了确保消费者的购买

到安全、可靠的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安全

管理至关重要。针对于部分地区相关管

理人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意识不

强以及缺乏专业的鉴定人员等问题,必

须着重加强相关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以及培养大量的专业鉴定人员,并且明

确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完善相关

的监督及管理制度,从而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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