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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赵建亚 张海英 

江苏省泗洪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来，泗洪县结合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积极探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全县已出具电子打印和手写纸质的合格证超过 35 万张，带证上市产品约 4 万吨，位于全省前列，有力支持

了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出台方案，动员部署。2020年 2月，县政府出台《泗洪县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县域

应出具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都能正常出具合格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

小组按季度召开工作推进会，统筹落实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机制，明晰属地职责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并将试行任务分

解到乡镇街道，试行目标列入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为合格证试行奠定组织基础。 

摸清底数，宣传培训。发动县域 19 个乡镇街道 52 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以“二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生产经营主体为重点，突出规模化、甄别多重身份、剔除名存实亡的主体，建立合格证试行主体信息库，

并上传至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目前，全县已授权 683 家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试行合格证。在农业种养基地、村居道

口、超市、农贸市场等显要地带，以横幅、宣传栏、电子屏等形式常态化宣传合格证制度，发放《泗洪县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制度告知书》20 多万份。邀请常州大学专业人员，培训指导全县监管员以及合格证试行主体 6 次合计 700 多人次，在县电视

台开设“每周合格证”专栏，充分营造合格证试行氛围。 

筹集资金，树立典型。生产经营主体试行合格证，必须配备必要的合格证打码设备及标签纸等耗材。2020 年 5 月，县农业

农村局从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项目中调配 60万元资金，在瑶沟、孙园等 6个乡镇建成省内领先的合格证自助开具服务站。

同年 6 月，利用省级农业产业化服务项目资金 80 万元，通过“以奖代补”方式补贴给 52 家自主购置便捷式合格证打印系统的

主体，以提高他们试行合格证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在加快合格证试行、拓展信息化追溯方面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创新举措，合力推动。一是实行网格化管理。县农业农村局按照“三定一考核”（定监管对象、定监管人员、定监管任务

和工作业绩考核）框架，责成全县 155 名乡镇街道农产品质量监管员和协管员，每人包保 4-5 个试行合格证主体，重点在主体

动态跟踪、标准化技术指导、常态化检查、农产品质量速测以及确保上市前农产品抽检率达到 100%等方面履职。二是落实“四

挂钩”机制。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农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

工作挂钩的意见》精神，县农业、财政、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实施方案，明确目标和职责，做到一把标尺量、多项分类指导。

把试行合格证作为项目认定、产品推选与认证、参加展会的先决条件，同时将合格证试行任务清单化，敦促乡镇街道监管员及

时采录、审核合格证信息。三是注重诚信建设。为已授权试用合格证的 683 家生产经营主体建立诚信档案，开展年度诚信单位

评选活动，将落实合格证制度、产品获“两品一标”认证、企业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健全、接受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和产品抽检，且近两年内无高毒农兽药或违禁药物超标，以及近两年内无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作为评选的核心条件。2020 年

有 20个主体荣获“诚信单位”称号，受到县农业农村局和县信用办联合表彰，并推荐纳入宿迁市信用企业“红名单”，通过省

市主流媒体向社会推介，扩大企业影响力。四是开展联合监管试点。县农业农村局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以点促面、协

作监管，同力抓好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衔接。在城区东风菜市、苏果超市各设立一个带合格证的农产品销售专区，将农产品

生产基地试行合格证制度作为遴选配送单位准入的门槛，一道推动合格证专区试点工作。同时，两部门依据省农产品质量追溯



 

 2 

平台，根据生产经营主体的种养规模、产品类别、农事活动，结合产品包装规格及销售渠道，准确预测主体打印合格证的数量、

时间，努力保障试行合格证的监管链条正常衔接。 

剖析难点，赓续施策。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做到有法可依。当前试行合格证制度唯一依据就是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实施方案，

因缺乏合格证制度管理办法及其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后盾，以致对不开具或违规开具合格证的主体不能依法监管。因此，建议国

家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新一轮修订为契机，将合格证的依法管理等重要事宜纳入，以保障试行。二是开展入网行动，快速

提高应用数。泗洪县采用规模化主体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行合格制度，但从产业发展和监管能力来看，该县农业投入品监控压力

大、农作物单位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偏高、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庞大、小规模主体多、部分主体对合格证认知不足等诸多情况交

织在一起，而基层监管存在人员少、检测手段不足、工作经费短缺等问题，导致全县上市农产品合格证应用数量不高。为此，

要抓住江苏省正在实施的“十万规模主体入网监管行动”（2021年年底，进入全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监管的主体达 10万家以

上）机会，做到彻底核查主体、应入尽入，渐进式指导主体开具合格证，夯牢合格证应用数量快速提高的基础。三是完善诚信

制度，加强源头管控。受合格证制度尚未普及、优势暂未体现以及需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等多因素影响，在利益和侥幸心理

驱使下，部分生产经营主体可能会不开具、少开具、违规开具合格证，因而加大诚信源头建设对合格证试行尤为重要。要健全

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强化教育宣传与行政执法，号召公众参与监督、共治共享，深入开展诚信制度建设，将依规守法出具

合格证的主体列入“红名单”，弄虚作假出具合格证的主体列入“黑名单”，在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的同时，逐步完

善有利于合格证试行的诚信制度。四是整合部门能力，构建协作机制。尽管泗洪县制定了合格证准出与准入衔接制度，但在实

践中因县域农产品商超数量多、范围广以及监管部门精力有限，合格证准出准入监管总体上较为宽泛。因而，亟待政府对农业

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履责能力强化整合，在双方达成共识前提下着重解决合格证的市场准入的实现路径。前者负责好农

产品从田间到入市前的服务指导，做好制度完善、政策落实，提升主体出具合格证的能力；后者履行好农产品入市后的合格证

核查职责，明晰对批发、零售和加工企业查验合格证，还要组织基层执法监管与技术服务机构，对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过程中

的合格证的真实有效性严格督查，继而构建长效的协调推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