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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至关重要,基层农业部门则是把控安全的关键防线。本

文深入阐述基层农业部门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工作流程,从农田环境监测、农业投入品管控,到农

产品生产过程监督、上市前抽检,环环相扣,梳理清晰。旨在更好地指导基层农业部门扎实做好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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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sector is the key line of defense to control the security. This 

paper deeply expounds the work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input control, to the super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before listing, which is interlinked and clear. It aims to better guide 

the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departments to do a solid job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tect the people's "bite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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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不仅要解决吃饱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吃得好、吃得放心的

问题。为此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作出重要批示,

提出四个最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厉的处罚、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肃的问责。基层农业部门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是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供给的重要前提,下面结合实际工作,粗谈

个人的看法,仅供互相交流。 

1 正确认识和理解安全农产品 

根据“三品一标”农产品可分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除有机食品外,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在一定的

时间或一定的时期是可以使用农(兽)药,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

有一定的间隔期或休药期,通过间隔期或休药期后的农产品依

然是安全的。哪些农(兽)药可以在种植或养殖环节使用,哪些农

(兽)药不能在种植或养殖环节使用,就要了解禁用农(兽)药和

限用农(兽)药：详见禁限用农药一览表。在间隔期或休药期内

的农产品禁止流通上市,一旦过了间隔期或休药期即可上市。因

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不要轻信谣言,故

意夸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传播一些模棱两可的虚假信息。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禁止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

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农药

管理条例》规定,农药使用应按照标签规定的使用范围、安全间

隔期用药,不得超范围用药。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

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

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1-2]。 

1.1禁止使用的农药(56种) 

六六六、滴滴涕、滴滴涕、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

烷、二溴乙烷、二溴乙烷、狄氏剂、汞制剂、砷类、铅类、敌

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

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

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

磷、特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福美甲

胂、三氯杀螨醇、林丹、硫丹、氟虫胺、杀扑磷、百草枯、灭

蚁灵、氯丹、2,4-滴丁酯、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

灭线磷*、溴甲烷*、克百威*、灭多威*、滴灭威*、溴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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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过渡期至2024

年9月1日,氧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涕灭威过渡期至2026年6

月1日,过渡期内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

使用,禁止用于防治卫生害虫,禁止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

治。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过渡期内禁止在甘蔗上使用。

过渡期后禁止销售和使用上述8种农药。溴甲烷仅可用于“检疫

熏蒸处理”。 

1.2在部分范围内禁止使用的农药(12种) 

内吸磷、硫环磷 、氯唑磷,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

草药材上使用；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禁止在蔬菜、

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使用；毒死蜱、三唑磷,禁止在

蔬菜上使用；丁酰肼(比久),禁止在花生上使用；氰戊菊酯,禁

止在茶叶上使用；氟虫腈,禁止在所有农作物上使用(玉米等部

分旱田种子包衣除外)；氟苯虫酰胺,禁止在水稻上使用[3]。 

1.3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的兽药(11类) 

兴奋剂类：克仑特罗、沙丁胺醇、西马特罗及其盐、酯及

制剂；性激素类：已烯雌酚及其盐、酯及制剂；具有雌激素样

作用的物质：玉米赤霉醇、去甲雄三烯醇酮、醋酸甲孕酮及制

剂；氯霉素及其盐、酯(包括：琥珀氯霉素)及制剂；氨苯砜及

制剂；硝基呋喃类：呋喃西林其盐、酯及制剂；喹恶啉类：卡

巴氧及其盐、酯及制剂；抗生素类：万古霉素及其盐、酯及

制剂。 

1.4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用作杀虫剂、清塘剂、抗菌或杀

螺剂的兽药(9类) 

(1)林丹(丙体六六六)；(2)毒杀芬(氯化烯)；(3)呋喃丹(克

百威)；(4)杀虫脒(克死螨)；(5)酒石酸锑钾；(6)锥虫胂胺；(7)

孔雀石绿；(8)五氨酚酸钠；(9)各种汞制剂包括：氯化亚汞(甘

汞)、硝酸亚汞、醋酸汞、吡啶基醋酸汞。 

1.5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用作促生长的兽药(3类) 

(1)性激素类：甲基睾丸酮、丙酸睾酮、苯丙酸诺龙、苯甲

酸雌二醇及其盐、酯及制剂；(2)催眠、镇静类：氯丙嗪、地西

泮(安定)及其盐、酯及其制剂；(3)硝基咪唑类：甲硝唑、地美

硝唑及其盐、酯及制剂。 

1.6禁用于水生食品动物用作杀虫剂的兽药(1类)：双甲脒 

1.7食用动物禁用药品 

禁止在食品动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等4种原料药的各种盐、脂及其各种制剂[4]。 

2 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现状 

全国基层农业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管理基本建

成,监管队伍不断壮大,各项规章制度基本完善。近几年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整体向好,连续多年无重大群体事件或重大

突发事件发生,农产品抽检合格率98%以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随着各种病菌的抗性不断增强,生产主体加大用药量从而导致

农药残留超标,部分农产品由于生长周期的特殊性,致使一些限

用农药达不到间隔期而提前上市,以上种种原因都会给农产品

质量安全带来一定风险。 

现在从事农业生产主体的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平台了解不够,多数生产经营主体不会登陆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平台,更不会上传数据,不会使用农安康及二维

码追溯系统。农产品上市后,市场监督监管滞后,生产主体认

为使用和不使用二维码追溯无所谓,从而导致在日常监管过

程中工作很被动。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时间紧、上市集中,

工作时间长,导致生产主体无暇顾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

台的应用。 

3 如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管 

3.1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监管体系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每镇从农业部门中配备三

名在编人员为本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明确一名为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负责人,每村配备一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

管员,制定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实行全覆盖网格化

管理。 

3.2加强业务培训,建立健全考评机制 

定期对监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监管人员业务水平和

监管能力,制定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进

行定期考核评价,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激励监管人员履职

履责。 

3.3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摸清本辖区内生产主体,明确各生产主体类型,对畜禽养殖

业、水产、果蔬、中药材种植及菌类生产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

象,建立A类档案,对于其它粮油经营主体建立B类档案。同时对A

类生产主体建立详细的生产记录：农产品类型、规模、种植(养

殖)时间、第一次上市时间、上市数量,做到抽检合格一批上市

一批。坚决杜绝不合格农产品上市,从源头上堵住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风险和漏洞[5]。 

3.4大力宣传,确保一户一个明白人 

在日常监管中,通过现场培训或发放明白纸或手机微信提

醒等方式,宣传禁用农药和限用农药,同时培训指导限用农药的

间隔期和限用兽药的休药期,使生产主体明白在日常生产和田

间管理中什么样的药不能用,什么样的药可以用及用药后什么

时间可以上市,避免因生产间隔期或休药期不够导致农药残留

超标或因兽药休药期不够导致兽药残留超标,从而从源头上堵

住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漏洞。 

3.5农产品检测采样 

在日常监管中,要对辖区内各生产主体的经营类型及各种

农产品的生长环节要了然于胸,对于刚刚引进的畜禽幼苗及时

查验检疫票据并及时进行畜禽快检,对种植业的各种农产品的

生长关键环节和准备上市的农产品及时采样。采样时对基地进

行均匀分隔,使所采样品具有广泛代表性,采样后及时包装避免

二次污染。采样结束后,及时使用农监宝上传巡检记录。 

3.6农残快检 

将所采样品要及时快检,一般不超过24小时。在检测过程中,

如发现有不合格现象时,不要急于下结论,要仔细分析。首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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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胶体金卡的活性酶是否被激活,或是否由于温度低而导致活

性酶不足。其次电话咨询生产主体是否用药及什么时间用药,

判断是否过了间隔期。如因胶体金卡片原因导致的不合格现象

可以忽略不计,如因用药或用药后间隔期不够,应通知生产主体

暂时不要上市,待间隔期后方可上市,或改用其它允许使用的农

药。快检结束后,经检测农产品全部合格后,农产品上市时,及时

指导生产主体开具相应的合格证。每上市一批,必须检测一批,

同时开具与之相应的合格证。 

4 网络监管平台建设 

4.1农安康注册 

指导生产主体注册使用农安康,每种植或养殖一个品种,

就要建立与之对应的品种档案并注明面积(规模)、预计上市

时间、产量等。同时建立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情况及农事

作业信息。 

4.2农监宝注册使用 

所有监管员要注册农监宝,在日常监管中,深入基地仔细查

看投入品购买使用情况,检查生产主体农安康的生产记录和投

入品记录是否与实物相符,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张贴禁

限用农药名录,经营场所是否存在禁用农(兽)药或禁用农(兽)

药包装袋,上市农产品限用农药是否经过间隔期或休药期。检查

完毕后,经生产主体同意后完成巡检记录。 

5 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上提升农产品质量 

推广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通过增施

有机肥,减少化肥用量,利用生物制剂防治病虫害,减少化学农

药用量。发展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广以

种促养,以养补种,种养结合减少养殖污染源,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发展农田水利

建设,推广节水灌溉,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推广测

土配方,提高化肥利用率,实施水肥一体化管理,减少化肥使

用量[6]。 

6 多措并举,联动执法,净化投入品管理市场 

积极配合执法、市场管理、公安等部门,加大对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农资打击力度,实施购买农药实名登记制,特种农药销

售许可制。 

7 舆情处置 

农残快检数据只能作为平常监管的依据,不能作为行政执

法的依据,检测数据一般不宜公开。遇到检测出现大批不合格的

情况,要冷静分析,不要急于发布上传。首先要查看胶体金卡是

否失效过期,是否是由于温度低导致活性酶活性不足。询问生产

主体什么时间施药,用的什么药,是否过间隔期或休药期。询问

无异议后,按要求规范重新做一遍。如间隔期或休药期不够,暂

时停止农产品上市,待间隔期或休药期后,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上

市。遇到突发情况,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对所涉农产品立即采取

措施,禁止上市或及时召回。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8 结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是关乎广大群众餐桌上的安全大

事,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是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核心环节。在日常监管中,要心勤、腿

勤、嘴勤,多宣传让群众人人明白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正确认识

安全的农产品,不信谣、不传谣。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断总结经

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和水平为农产品质量

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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