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最近，记者从市农

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获悉，农

业执法部门采取日常监管与互

联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对全

市 1307 家农资经营单位加强

监管，切实保障了农资安全。

“你好，请出示农资进销台

账！”近日，凤翔县农业执法人

员随机来到县城一家农资经营

门店检查，查看了进销台账以

及相关许可证，并核查农资质

量。据了解，农资市场点多、面

广、量大，尤其是种子、农药、兽

药等都是农业种植养殖的必需

品，更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

头。为此，我市在日常监管中，

定期开展农资门店检查、产品

抽查等执法行动，以春秋两季

开展的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为抓

手，采取市县交叉执法、部门

联合执法、拉网式检查等有效

方式进行监管，还建立了“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按照

5%-10% 的比例随机抽查，并

及时对检查对象、事项、结果进

行公开。

此外，我市积极推进“互联

网+ 监管”模式，将全市 1307

家农资生产经营单位纳入农资

监管信息平台，统一实行登记

备案、实名购买，并对其进行信

用等级划分，淘汰了一批无证

经营、不达标不合规的门店。

在“宝鸡农业执法”微信公众号

上，群众可自行查询农资产品

登记信息，学习了解农资产品

科学使用常识，还能接收到官

方发布的农资打假实时动态。

“互联网+ 监管”模式为我市农

资安全监管搭建了互联互通的

便捷平台。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本报讯 日前，岐山县、扶

风县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成为

我市创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的“领头雁”。

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市

县联动，围绕“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品牌强农”战略部署，强

化改革创新意识，坚持“产出

来”和“管出来”两手硬、标准

化生产与执法监管两手抓，全

面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

抓好生产环节农产品巡查抽

检、信息化质量追溯等工作，建

立监督管理体系，健全检验检

测体系，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建

立质量追溯体系，有效提升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到了

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了一批示

范样板。

从 2015 年开始，岐山县、

扶风县、陇县、陈仓区 4 个县区

先后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区），凤翔县、太白县

通过了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实地验收，近期已进入公示阶

段。今年，凤县、陇县分别启动

了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国

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

点工作。           （孙晓梅）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了解到，今年以来，全

市共开展农产品定性检测 7 万余个、定

量检测 738 个，检测合格率达 98% 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是确保群众饮

食安全的基础。近年来，市农检中心和 11

个县区农检机构先后建成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测实验室，其中，市级实验室和

扶风县、岐山县实验室通过了省级资质

认证，在定性检测的基础上，还可实现农

产品禁限用农药定量检测。这意味着农

检机构不仅能检测出农产品是否含有禁

限用农药，还能检测出农产品农药残留

是否超标。

今年，市县两级农检机构在日常定

性检测的基础上，采取自检和送检的方

式，定期对全市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产品

和环境样品进行定量检测，截至 11 月

底，市农检中心

定量检测农产

品和环境样品

150 个，各县区

农检站自检或

向第三方检测

机构送检样品

585 个。市 农

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开展定量检

测，准确评估了农

产品的质量状况，甄

别了农产品的风险因

子，为防控风险和执法

检查提供了依据。
（张蓉）

本报讯 手机扫一扫，农产品信息全

知晓。日前，笔者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测中心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89 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平台系统注册，消费者可通

过该平台查询农产品相关信息。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是

强化农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与风

险控制的有效措施。近年来，我市市县

两级共建立了 13 个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平台，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效率和水平。今年，有 72 家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配备追溯设备，其中 53

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纳入追溯系统。截至目

前，全市已有 165 家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配备

追溯设备，189 家农产

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追

溯系统。岐山、扶风两个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建立

了独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平台，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

的生产经营主体都已纳入追溯

系统。
（张蓉）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市畜

牧兽医中心动物卫生科看到，

工作人员通过宝鸡智慧畜牧业

大数据云平台，查看各县区秋

季重大动物免疫、检疫出证等

情况。该平台自 2012 年运行以

来，发挥了强大的监督管理作

用，有效提升了全市动物防疫

和畜产品安全监管水平。

为提升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能力，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

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市畜牧兽

医中心依托网络技术，建成了

“市、县、镇、村、场”五级纵向

相通，生产、免疫、检疫、监督

及畜产品溯源横向相连的宝鸡

智慧畜牧业大数据云平台，实

现了畜牧业全程信息化、网络

化监管与服务，形成了管服结

合、全程溯源的“宝鸡模式”，

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据悉，该平台包括电脑客户

端和移动手机APP，可供动物及

动物产品生产者、管理者和消费

者共同使用，平台涵盖了从业人

员、管理对象、物资证章、动物养

殖、动物防疫、动物检疫、无害化

处理及监督执法等内容，养殖者

可随时随地申报动物检疫，输入

免疫信息；消费者可查询动物及

其产品溯源信息，实现了畜牧业

一站式、全程化网络管理，做到

了从养殖到餐桌全程溯源、全程

监管、全程服务。     （孙晓梅）

智慧平台全程追踪
畜产品安全可查询

本报讯 今年 9月起，市农

业农村局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

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2729 家，

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6起，全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中有升。

今年 9 月，市农业农村局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

专项整治的决策部署，聚焦蔬

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

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等突

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

期 3个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市农业农村局

紧扣农产品安全工作的重点、难

点、焦点问题，制定下发整治行

动方案，公开举报监督电话和邮

箱，开展了 2个批次共 121个农

产品、56个投入品的监督抽查。

市县各级开展了蔬菜农药残留、

禽蛋兽药残留及兽药、水产品兽

药残留、生猪屠宰等 7个方面的

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以来，执法人员检查生产经

营主体2729家，对整治行动中发

现的情节轻微的问题现场纠正

并责令整改，对检查发现的1起

涉嫌无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4

起生猪屠宰问题，监督抽查中发

现的1起抗生素超标问题进行

立案查处，起到了良好的警示震

慑作用。      本报记者 鲁淑娟

重拳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市农业农村局 3 个月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2729 家

日常监管 + 互联网监管

双管齐下保障农资安全

岐山扶风喜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

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 报 讯 今 年 以

来，市水产站利用快检

设备对全市养殖水产

品进行抽样检查，截至

目前，共抽检了 8 次，均

未发现违规用药现象，

合格率达到 100%。

据介绍，药物残留是目

前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

主要因素之一。像孔雀石绿、

氯霉素、呋喃唑酮等药品会对人

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均为水产养

殖禁用药物。开展水产品药物残留快检工作，

是排查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重要手

段。今年以来，市水产工作站按照年初制定的实

施方案，对全市养殖水产品进行了 8 次全面抽

样检查，抽检养殖场 26 家，确保规模养殖场全

覆盖。抽取包含草鱼、鲤鱼、虹鳟和鲟鱼等品种

的鱼样 42 个，快速检测项目有孔雀石绿、氯霉

素、呋喃类等五项。经检测，42 个样品合格率均

为 100%。同时，配合农业农村部、省鱼病防治中

心进行了 2 次药残抽检，提取鱼样 21 个，检查

中均未发现违规用药现象。这表明，我市养殖环

节水产品安全状况良好。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农产品连着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篮子”，其质量安全备受广大群

众关注。近年来，我市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战略部署，狠

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探索建立了上下联动一起管、生产全过程

有标准、源头监管有手段等六要素贯通的监管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主要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有效保

障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现对我市今年农产品工作亮点进行盘点。

我市今年检测农产品7万余个
检测合格率超过 98%

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宝鸡“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达 382 个

我市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

手机扫一扫  农产品信息全知晓

水产品安全状况良好
抽检样品 8 次合格率 100%   

工作人员对农产品进行检测

工作人员演示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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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猕猴桃深受北京消费者喜爱

本报讯 我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和品

牌建设工作成效显

著，截至目前，全

市“三品一标（即

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产品

达 382 个，总规模

248.8 万亩。

如今，人们对

绿色、安全、优质农

产品的消费需求日

益增强。实施农业品牌

化战略, 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是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和

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和附加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市

高度重视农业品牌建设工作，通过开展“三

品一标”认证、加强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培

育、打造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开展宣传推

介等多种形式，聚力做强宝鸡农业品牌，形

成了宝鸡苹果、宝鸡蜂蜜、眉县猕猴桃、陇

县羊乳品等 7 大区域公用品牌以及齐峰果

业、和氏乳业、国人菌业等一批名优企业品

牌。太白高山蔬菜供港进澳，陇县香菇出口

韩国，宝鸡苹果、眉县猕猴桃畅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全市农业品牌影响力和竞争

力持续提升。

目前，全市“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达 382

个，总规模248.8万亩。眉县猕猴桃、太白甘蓝、

陇州核桃、凤翔苹果、宝鸡蜂蜜 5个农产品纳

入农业农村部国家地理标志登记。凤翔苹果、

眉县猕猴桃、陇县香菇 3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水产站工作人员

对水产样品做快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