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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改革创新 开拓进取

———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
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陈生斗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北京 100026)

摘 要 该文全面系统总了我国 “十一五”和2010年无公害农产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的成效与主要经

验,分析了 “十二五”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展形势,提出了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明确了

2011年的工作思路、重点工作和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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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肯定 “十一五”和2010年工作成效

“十一五”期间,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强有力的推动下,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暨农产

品地理标志工作系统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心工作,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以树立安全

优质公共品牌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得到

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1 “十一五”期间工作成效显著

1.1.1 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持续快速发展,总量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十一五”
末,全国共认定产地5.8968万个,其中种植业产地3.6251万个,面积5194万hm2,占全国耕地面积

的40% (按总面积1.3亿hm2 计算);畜牧业产地1.6097万个,规模54.0928亿头 (只、羽);渔业产

地6620个,养殖面积299万hm2。有效无公害农产品5.6532万个,其中种植业产品3.9906万个、畜牧

业产品8187个、渔业产品8439个,产品总量达2.76亿t,认证农产品约占同类农产品商品总量的

30%。与 “十一五”初相比,产地、产品个数和产品实物总量分别增长了1.7倍、2.4倍和1.6倍。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自2008年2月正式起步,截至2010年底,累计公告发证产品535个,累计完成公示产品

606个。

1.1.2 体系队伍不断健全

“十一五”期间,体系建设步伐加快,队伍不断壮大,管理日益科学。工作机构方面,目前全国已设

立66个无公害农产品省级工作机构和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省级工作机构,地、县农业部门也大多成立或

明确了相应工作机构,贯通部、省、地、县的工作体系基本建立。人员队伍方面,截至 “十一五”末,共

培训无公害农产品检查员1.2374万人次,内检员4.5999万人次,培训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2829
人,组建了一支服务意识好、业务能力强、专业结构合理的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技术管理人才



队伍。检测机构方面,按照择优委托、优胜劣汰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了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截至 “十一

五”末,共备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机构210家,产品定点检测机构181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品质

鉴定检测机构93家。队伍管理方面,制定了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管理办法、检查员 (核查员)管理办

法、注册准则、内检员管理办法、检测机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建立了工作机构考核激励机制、
检测机构动态管理机制、检查员注册制度、检测信息月报制度,强化了队伍管理,提升了体系队伍能力。

1.1.3 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在加快发展、扩大总量规模的同时,整个工作系统全面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监管措施落实,证后监管

得到全面强化。“十一五”期间,无公害农产品产品抽检覆盖范围和品种不断扩大,产品合格率稳步提高,
无公害农产品年度抽检合格率平均达到98%以上。农业部历年例行抽检结果也显示无公害农产品合格率

明显高于普通农产品。“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在农业部组织的农产品专项抽检中,
无公害农产品均未发现含有禁用物质,合格率100%。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监测从2009年开始,连续两

年监测合格率都为100% 。历次的检测结果表明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质量是安全可靠的。

1.1.4 制度规范基本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标志着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全方位迈向依法管理阶段。为切实做到依法

推动发展与依法加强监管相结合,积极提升无公害农产品工作质量、效率和水平,进一步完善了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制度,调整理顺了认证审查分工,完善了分级审查制度,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审查关口前移;建

立了规范高效的便捷式复查换证工作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复查换证率;制定了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预警管理规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了配套

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制度体系,对申请主体资格确认、地域范围界定、产品品质鉴定、材料审查、专家

评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保障了事业健康发展[1]。

1.1.5 功能作用日益显现

“十一五”期间,无公害农产品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带动农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和产

业化经营,推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特别是在促进农民增收和引导健康消费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日

益显现。一是方便快捷入市。目前各地积极推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都把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作为基本要求,实行免检入市。二是推动规模化生产。经过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大多是连片成块、具

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种植业产地平均规模达到近1500hm2,有力地推动了规模化种植、基地化生产。
三是促进优质优价。据调查,市场上销售的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普通农产品。河

南省巩义市小金籽玉米糁经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贴标后,单价和销售额分别提高了50%和80%;陕西省

山阳县丰阳无公害鸡蛋贴标后产品价格提高20%~30%;山西省沁水黑木耳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后,价格从登记前的98元/500g上升到130元/500g,年产值比登记前增加500余万元。四是提升品牌

形象。四川宜宾早茶和江苏天目湖白茶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后,知名度迅速提升,分别被确定为钓鱼

台国宾馆指定用茶、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世博会特供茶。80%的消费者表示在购买农产品时会优先选择带有

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农产品,表明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提升农产品品牌效应方面作用明显。

2010年是 “十一五”的收官之年,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紧紧围绕农业部确定的 “两
个千方百计”和 “两个努力确保”工作目标,狠抓落实,圆满实现了各项工作目标。总的来看,2010年

工作措施实、成效大、亮点多。

1.2 2010年圆满实现各项工作目标

1.2.1 认证登记产品创新高

2010年全年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4053万个,复查换证产品1.1134万个,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

333个,均创历年之最。从地域分布看,江苏省、黑龙江省2010年新认证产品均在3000个以上,继续保

持了快速发展;上海市新认证1356个产品,增长幅度最大;从行业发展看,畜牧业无公害农产品2010
年新认证企业数、产品数和产品规模与往年相比均有大幅度增长,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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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启动园艺场整体认证

根据实际情况,顺应工作需要,适时启动了园艺场整体认证,并在上海和江苏开展了试点。从结果来

看,成效非常明显,既丰富了认证模式,又完善了认证制度,实现了无公害农产品从关注单一产品安全向

基地生产过程安全、从单纯符合性评价向引领农业标准化生产的转变,有力保障了上海世博会无公害农产

品有效供应。

1.2.3 实施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体系改革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统一要求,经专家充分论证,制定了标准体系改革规划,启动了无公害农产

品标准体系改革。年初,农业部发布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检测目录,实现了对认证农产品检测参数的科学

应用和动态管理,为完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4 强化监督检查

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基础上,一是开展了获证产品质量抽检,加大了抽检比例和覆盖范围,有针对性地

调整了抽检项目,确保抽检结果客观科学;二是实施了综合检查,对获证产品质量控制、投入品使用、包

装标识、认证登记工作规范性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并首次吸纳地方工作机构负责人参与异地检查,在查找

隐患、交流工作方面取得良好效果;三是组织了助世博、助亚运无公害农产品监督检查,组织各地落实监

管措施,加大对供沪、供穗获证农产品质量监管,确保世博会、亚运会农产品质量安全。

1.3 主要经验

1.3.1 始终坚持以政府推动为主导

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政府推出的安全优质特色农产品公益性品牌,也是推动农业标准

化、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都积极将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为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纳入本地区农业和

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动。目前,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获证产品补贴制度,
并将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纳入政府或农业部门目标考核内容;山西、重庆等地分别以省政府或农委名义出台

了加快 “三品一标”发展的意见,江西、四川等省设立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专项工作经费,并积极整合项目

资金向农产品地理标志倾斜,有力地促进了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实践证明,凡是政府重

视的地区,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就快。

1.3.2 始终坚持与产业发展相融合

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推行以 “品牌标志为纽带、龙头企业为主体、基地建设为依托、农户

参与为基础”的产业化经营方式,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

平,不断强化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黑龙江、江苏、山东等省将农业综

合开发、技术推广、基本建设和示范园区创建等农业生产性投资项目实施与认证工作结合起来,将通过产

地认定作为项目实施和验收的基本条件;新疆、河北等地加大购标补贴力度,支持企业打造品牌、开拓市

场、壮大产业;福建省龙岩市以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为抓手,扎实开展生猪标准化示范场项目建设,有力提

升了龙岩市生猪产业发展水平,探索出了标准化与产业化紧密结合、互促互进的发展模式。

1.3.3 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与优化机制并举

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是促进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全系统通过积极探索,大胆

实践,不断拓展发展思路,优化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手段,有力地促进了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发展机制上的创新。根据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环评、一体化推进、便捷式

复查换证、园艺场整体认证、标志使用方式改革、标志推广与监管示范县创建等新思路,有力推动了事业

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作方式上的创新。在完善京内评审模式的基础上,探索了京外现场专家评审的新模

式,在现场核查方面,探索了省际互查的新方式。

1.3.4 始终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

事业的发展壮大,数量是基础,质量是生命,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需要协调统一。多年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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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认真坚持 “数量与质量并重、认证与监管并举”的工作方针,在推进产品规模发展壮大的同时,全

面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监管措施落实。特别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无公害农产品管理进入

法制化轨道,各地坚持依法推动发展与依法加强监管相结合,促进事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

份将无公害农产品证后监管纳入到整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予以突出和加强;甘肃省通过推进立

法,强化职能,理顺了各级机构监管职责,证后监管明显加强;福建省率先建立了无公害农产品年度监督

检查制度,将年度监督检查合格作为申请复查换证的前置条件,促进了生产主体加强质量控制,保证产品

质量。此外,检测机构在科学制定标准、严把检测关口、产品监督抽检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证

获证产品质量、确保认证有效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加快推进 “十二五”时期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

2.1 全面把握 “十二五”发展形势和目标任务

2.1.1 牢牢把握有利时机

从生产方面看,农业标准化的全面推行和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为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从消费方面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安全优质特色农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从流通方面看,随着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的逐步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将成为市场准入的基本要求。从外部环境看,国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高度重

视和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高度关注,为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整个系统要牢牢把握有利时机,
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全力推进事业加快发展。

2.1.2 积极应对各种挑战

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要看到事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积极应对。从

发展角度看,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小农模式难以适应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且经过前些年的快速发展,
易于认证登记的产地产品大都已进行了认证和登记,工作推动的难度加大。从监管角度看,无公害农产品

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规模越来越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复杂多变,监管的压力与日俱增。从认证动力角

度看,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获证产品的质量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价格优势,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申报主体的积极性。

2.1.3 切实明确发展目标

根据部里的要求,“十二五”期末,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积要达到全国产地总面积的60%,产品数量

要达到7万个,产品总量占同类农产品商品总量的40%左右,获证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要稳定在98%以

上;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质量大幅提高,力争新登记1000件,初步建立农产品地理标志可追溯制度和长

效监管机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水平和对等保护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工作机构加快向地县两级延伸,健

全手段,增强能力,把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练就成 “体系健全、职能充实、业务精

通、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力军。

2.2 “十二五”重点工作

2.2.1 推动快速发展

虽然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规模增长迅速,但从整体来看,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等安全优质特色农产品占全国食物生产总量的比重依然很小,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产品总量相对不足仍是

发展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无公害农产品要围绕稳定数量、保证

质量和提高效率三大目标,紧密结合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产业化推进项目,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

式,挖掘认证潜力,控制认证风险,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要加快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充分

利用资源普查结果,注重培育申报主体,加快登记一批知名度高、有一定产业规模、产业发展潜力大的传

统地域特色优势农产品。

2.2.2 构建监管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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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产品证后监管要按照法规的要求,以质量监督和标志管理为重点,健全制度,完善手段,
建立健全 “行政执法为主导、行业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保障”的监管运行机制。质量监督要对产地环

境、投入品使用、质量控制、产品质量等实施全过程监管,突出关键控制点,前移质量保障关口;建立健

全部、省、地、县一体化推进的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实现质量抽检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标

志管理要以提高标志使用率和增强标志影响力为工作着力点和落脚点,研究推进标志使用方式改革,加强

标志市场检查,严厉打击假冒标志等不法行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标志使用与证书发放、项目申报、财

政补贴、市场准入等工作紧密结合,引导企业主动规范使用标志。

2.2.3 完善体系队伍

“十二五”期间,要从健全机构、充实职能、改善条件入手,加强体系队伍能力建设。结合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要在完善省级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工作机构向地县延伸,努力推动乡镇一

级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人才队伍建设。要继续抓好培训工作,不断扩大检查员、核查员、内检

员队伍,增强业务能力。要适应法律法规要求,加快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体系改革,探索建立新的无公害农

产品标准体系,增强标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加强检测机构管理,优化布局,强化能力,健全完善

检测机构考核激励机制和淘汰退出机制。

2.2.4 提升产业水平

充分发挥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带动作用和标准化示范引领功能,以品牌化带动基地

化建设、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要全面推进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生产基地建

设,推动优势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发挥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强当地安全优质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强化企业与获证基地对接,引导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促进

完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获证产品市场开拓,努力把经过认证登记的农产

品产业培育为当地支柱产业或龙头产业。

2.2.5 强化品牌打造

“十二五”期间,要切实加大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宣传力度,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社会

公信力。要积极加强获证产品市场推介,利用农交会、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展览展销会,充分宣传展示获证

产品;各地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组织本地特色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把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作为重要展示内容;有条件的地区要在农产品产销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农产品集散地设立无公害农产

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专销网点、柜台和展示区;充分利用各地农业信息网,建立完善供求信息公共平台,
促进产销对接。

关于 “十二五”时期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部中心已按照部里的要求制定了 “十二

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具体的目标任务、工作思路和推进措施。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本地区、
本行业的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十二五”发展规划。

3 扎实做好2011年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

  2011年,部里确定的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目标是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000个,
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9000个,到期复查换证率达到70%,新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300个。

2011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

届五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部

署,继续围绕 “两个千方百计”和 “两个努力确保”,扩大规模促供应、强化监督保质量、突出宣传强品

牌、改革创新增活力,大力推动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促进农产品规模化

种养、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以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扩大规模促供应,就是要继续加快发展,迅速扩大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规模,满足市场需

求;强化监督保质量,就是要加强监管,确保获证产品质量,维护认证、登记公信力;突出宣传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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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强化品牌宣传和产品推介,全面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改革创新增活力,就是要在完善现有制

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机制,增强事业发展活力。按照这个基本思路,2011年要集

中精力,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3.1 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从促进农业标准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角度出发,要大力发展无公害农

产品,持续扩大总量规模。2011年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审核要继续坚持从严从紧的工作方针,在严格程序、
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突出抓好重点产品认证、复查换证和园艺场整体认证,健全完善制度规范。抓好重点

产品认证,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新一轮 “菜篮子”工程,围绕园艺产品和畜禽水产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充

分利用各类在建农业项目的资源优势,加快 “菜篮子”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组织

化、规模化程度高、质量控制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充分发挥其组织

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做好复查换证,重点是要兼顾质量与效率,要在确保复查换证质量的基础上,进一

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确保复查换证率。要继续完善集中便捷复查换证工作模式,强化复查换证现场检

查,积极开展复查换证业务培训,加强对复查换证较为集中地区的指导。各地工作机构,要加大复查换证

工作统筹力度,及时跟进,做好指导服务,力争实现到期产品应换尽换。推行园艺场整体认证,要加强申

报主体管理,通过强化申请主体的资质条件和内部质量控制能力的审查,对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

较高的园艺场产品实施整体认证。2010年,部中心已经在上海和江苏进行了试点,成效明显。2011年,
要总结园艺场整体认证试点经验和成功做法,健全制度,完善程序,结合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创建,在全

国选择一批质量控制能力强、产业化水平高、示范带动作用大的园艺场实施整体认证。健全完善制度,要

在认真梳理现有制度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级审查制度,落实审查责任,充分发挥省、地、县各级

工作机构优势,提高认证审查质量和效率。同时,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 《无公害农产品渔业产品

认证现场检查评定细则》等制度规范,不断优化完善认证审查程序。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整个系统要密

切关注产地环境安全问题,对于存在较大风险的地区申报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的,要审慎对待、严格审

查,对于已获证产地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或不符合标准的,该整改的要整改、该撤证的要撤证。

3.2 加快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

近年来,农产品地理标志推进措施实、效果好、势头强,各地积极性高涨,呈现快速推进的良好发展

态势。2011年要从4个方面着力做好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一是加快登记。要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和建设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充分运用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普查结果,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挖掘和申报主体培育,
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组织申报工作,全面加快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同时,要深

入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调查和挖掘,为事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二是确保质量。要围绕提高审核通过

率和工作效率,从健全制度、强化培训和加强指导3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登记审查工作质量。要完善登

记程序,规范申报材料,落实逐级审查责任。部中心将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指南和审查指南等配套制

度,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区、本行业工作需要的制度规范。要实施分类指导,加大对工作基础相

对薄弱地区和行业的指导、支持力度,促进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区间、行业间协调发展。三是开展示范创

建。与 “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专业示范村认定紧密结合,按照品牌化创建、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启动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县和分类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研究制定推进农

产品地理标志示范创建的管理办法、程序规范。四是加强合作交流和技术研究。跟踪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

开发国际动态,积极参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国际谈判磋商,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国际合作研究交流。加强登

记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品质限值标准、追溯管理技术模式探索性研究,加快技术成果转化,为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管理提供技术保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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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面强化证后监管

证后监管是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公信力的重要手段。2011年监管工作要突出抓好产品质量监管

和规范标志使用工作,跟进做好应急预警工作。一要狠抓产品质量监管。工作重点上,要在完善产品抽检

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推行全程监管,突出加强对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控制、投入品监管、产品质量检测、
包装标识管理等为重点环节的监管;推进方式上,要以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年度抽检和无公害

农产品综合检查为主要手段,坚持终端检测和源头治理两手抓;区域布局上,要以相关产业主产区、优势

产品和大中城市郊区生产基地为重点区域;产品选择上,要以 “菜篮子”、“米袋子”产品为重点产品。与

此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无公害农产品追溯管理制度。二要规范标志使用。结合追溯管理的探索与建立,
加大标志推广力度,着力提高标志使用率。完善无公害农产品标志使用方法,要针对贴标困难的产品,探

索标志使用的可行办法,试行多种类型的标志使用方式。加强标志使用监管,要积极主动经常性地开展标

志市场大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伪造、冒用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要强化应急预警。重点是要健全制

度、规范程序、建立完善的应急预警机制。对于在现场检查、材料审核、产地环境监测、产品质量检测中

的突出问题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和预警,做好风险防范工作。要畅通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举

报投诉渠道,及时受理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投诉,做好处置反馈工作。

3.4 加强体系队伍建设

健全体系队伍、强化能力建设是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加强

体系队伍建设,要从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和支撑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入手,健全体系、增强能力。健全工作队

伍,要以培养练就成 “体系健全、职能充实、业务精通、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生力军为目

标,推动工作机构向地县两级延伸,结合乡镇一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乡镇级监管员,稳步扩大检查员队伍,建立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规范管理,增强能力。完善支撑体系,
要重点强化技术培训、加强检测机构管理。技术培训要创新方式、提高效率、加大力度,修订完善相关培

训制度,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检测机构要落实相关管理制度,强化检测能力,提升检测水平,认

真发挥检测把关作用,对产品检测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按照要求及时上报,准确做出预警。无公害农产品

标准体系改革要继续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5 强化政策支持和品牌打造

政策支持和品牌打造分别是事业发展的外部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要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和品牌打造,
构建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根据部领导指示,部中心正在配合

部监管局起草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作的意见,争取以农业部文件下发。各地要努力推

动将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无公害农产品事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各级政府对农业部门的目

标责任考核内容,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加大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无公害农产品工作的投入,将工作

经费纳入经常性预算,确保经费有保障、工作有手段。二是强化工作宣传和品牌打造。加快推进中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网 (新版)正式运行,进一步强化网站的信息发布、查询、宣传和推介等功能;加强与各类公

共媒体合作,围绕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工作进展,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为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充分利用农交会、绿博会、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以及农业网络信息平台,通过举办论坛、新闻发

布会等方式,扎实做好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宣传活动,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认知

度,增强品牌影响力,以品牌化推动标准化。
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

内容,更是推行农业标准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各级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工作机构,要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大局出发,理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努

力开创无公害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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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OFLEADINGENTERPRISEOF
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

ZhangLijian1,ZhuLizhi2
(1.AgriculturalproductsqualityandsafetyadministrationofMinistryofAgriculture,Beijing 100125;

2.Instituteofagriculturaleconomicanddevelopment,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standardizationofleadingenterpriseof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istoassemblethead-
vancedscienceandtechnologyandmatureexperiencesintostandard,makingleadingenterprisedevelop
scientificallyandsystematically,soas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Meanwhile,leadingenterprise
standardizationcaneffectivelydrivestandardizationtoimplementthroughoutthe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
tionprocessthroughmodernagricultureindustrychain,whichisthebreakthroughformodern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andtheimportantmeansofimplementingthe"cleanagriculture"andenvironmentalpro-
tec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area.Thearticleanalyzedtheexistingproblemsintheoperationmecha-
nism,propagandaimplement,professionaltalents,funds,management,technicallevelandstandardset-
tingduringthestandardizationprocessofleadingenterprise,andputforwardthecorrespondingcounter-
measures.
Keywords leadingenterprisestandardization;cleanagriculture;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produ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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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ROUSLYPROMOTETHERAPIDDEVELOPMENTOF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PRODUCTSANDGEOGRAPHICALINDICATION

OFAGRICULTURALPRODUCTS
ChenShengdou

(Qualityandsafetycenterofagriculturalproducts,MinistryofAgriculture,Beijing 100028)

Abstract Thispapercomprehensivelysummeduptheachievementsandexperiencesfortheworkofpollu-
tion-freeagriculturalproductsandgeographicalindic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duringthe"11thfive
-yearplan"andin2010,analyzedthesituationofpollution-freeagriculturalproductsandgeographical
indic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duringthe"12thfive-yearplan",putforwardthetasks,andthekey
works,andclearlypointedouttheworkingideas,thekeyworksandtheimprovementmeasuresonthe
workof2011.
Keywords pollution-freeagriculturalproducts;geographicalindicati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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