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业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探析

田培仁 吴 燕 张 华 /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近年来，随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执法队伍能力素质水平面临重要考验。2013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召开全

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工作会，标志着工作重点由抓改革转向抓执法队伍能力建设，以推动农业执法队伍能力素质与新

时代农业执法环境相适应。对标上级部署要求，按照主题教育调研工作安排，江苏农业综合执法系统以执法队伍能力建设为方

向，查实情、谋实策。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综合梳理当前农业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考验，认真分析思考，提

出对策建议。

面临的考验

法治维权的考验。“有困难找警察”，农民的利益受损了，首先想到的是农业执法的同志。随着农村法治进程的加快，现

在农民群众维权“声音”比过去响亮得多。老百姓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打击坑农害农行为、依法查处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呼

声越来越高。

执法风险的考验。一是质量安全风险。少数农资生产企业和农资经营户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淡薄，依然存在主观故意违法

和处心积虑逃避执法监管的情况。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现象有所增多，对传统执

法监管模式提出挑战。二是社会性风险。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十分敏感，燃点很低，即使是局部个案，处理不好也容易

酿成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再加上，少数媒体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一旦有热点事件发生，主动发布舆情，这些信息通过媒体

迅速传播，极易引起社会恐慌心理，影响农业农村部门的形象。三是廉政风险。由于执法人员具备执法权限，少数执法对象为

了达到目的，易采取多种方式企图疏通关系、避免查处，执法人员面临“甜蜜的诱惑”。

标准认同不一的考验。从执法活动看，不同主体对执法公正的标准不尽相同。执法人员注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执法办案大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违法违规者希望在得到公正评判的前提下，从轻处理；受害人则希望在法定情况下给予嫌

疑人最严厉的处罚；其他参与人、社会关注群体因个人认知不同，以及受舆论影响，在执法标准上作出主观上不同的判定。适

应标准认同多样化，需要执法人员在执法工作中，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在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让人感受到公平正

义、心服口服。

职责任务的考验。从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看，目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业农村领域 50 多件法律、行政法规和 140 多件部

门规章的实施，涉及种子、农药、兽药、饲料、肥料、动植物防检疫和农民减负、农产品安全等多个方面，执法领域多、执法

对象量大面广。“法定职责必须为”为执法履职划定了底线，需要在执法到位上下功夫。

应对的方法

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一是在增进同农民群众感情上下功夫。始终把服务“三农”、服务生产经营主体、

服务消费者作为执法的出发点，在执法服务中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二是在取得农民群众信任上下功夫。广大农民群众对

执法机构的信任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要充分发挥执法职能，为农民群众创造一个秩序优良、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增强农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以执法的实际成效赢得农民群众信任和支持。三是在提高执法形象上下功夫。认真改进和解决执法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格工作纪律、着装佩戴、队容风纪、执法程序规范等要求，落实向社会承诺事项，树立农业执法机构良

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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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维护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一是依法打击违法行为。紧盯春耕备耕、三夏生产、秋冬种等重点时节，围绕品

种权保护、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检疫等重点领域、重点专项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

农资执法监管，确保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并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等要求；督促电商平台切实履行责任，建立健全合规经

营者名录。对媒体曝光、投诉举报、日常巡查等发现的线上线下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形成高压震慑。二是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落实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积极探

索文明执法，多以说服、教育、劝导等非强制性方式引导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让农民群众感受到执法的力度和温度。认

真落实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促进各类农业市场主体依法经营、放心发展。三是严格落实执法事项。厘清执法

权责边界，按照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对执法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

必追究，扫清职能职责“死角”，确保执法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农业法治课堂，加强专业训练，不

断提升执法人员推进农业执法高质量发展的专业能力。

着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和舆论引导能力。一是善待媒体。面对群众“随手拍”“随时拍”的执法监督，要有尊重、

开放的心态，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要通过规范执法，以及有礼有节的合理化引导，维护执法尊严。2021 年,上海警方“教

科书式执法”视频,引起广泛关注，面对执法对象抗拒执法有所“松动”，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实现了最好的法律效

果。二是善用媒体。在建立完备的信息发布制度的同时，有效利用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微客、微信等新媒体，接受农民群

众的咨询、举报和申诉，与他们进行及时互动。同时，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形式开展预防工作，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作用。三

是善联媒体。与新媒体有良好、有效的沟通与互动，主动发现舆情、引导舆情，一旦有热点事件发生，应主动与媒体沟通协调，

引导媒体的采访报道，及时发布信息和材料，澄清事实，化解舆情，防止媒体主观臆断，发布不实消息。

着力提升信息化手段运用能力。一是重视全省农业执法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应用。加快建设全省互联互通的综合执法

信息系统和省级指挥调度平台，充分利用遥感、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实现网上办案、案件数据网上整合归集，重特大案

件实时、同步、联动指挥调度，有力提升执法效能。二是积极构建全覆盖的信息化执法监管网络。对重点农资生产、经营单位，

以及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动态监管、在线监控，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使执法监管逐步走向精准化、实时化、痕迹

化方向。

着力提升清正廉洁能力。一是坚持从严治队。严格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抓班子、带队伍，努力促进执法人员清正、队伍

清廉、执法透明。二是开展专项整治。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廉

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重点整治在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

为和不良之风。注意从具体人和具体事入手，紧盯重要节点和薄弱环节，逐条逐项进行排查，真正抓出成效。三是打牢廉洁执

法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把廉政学习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做实警示教育，让警钟长鸣心中。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

守正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一步筑牢执法人员“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农业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探析
	田培仁 吴 燕 张 华 /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面临的考验
	应对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