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阜阳市颍州区占军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州区占军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州区占军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州区占军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锦程种植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锦程种植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锦程种植专业合作社
汉中秦巴金岭农业有限公司
淳化润祥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寿县利康广茄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乳山市南黄富昌家庭农场
茶陵县生益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云南庆业农副产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滦南县天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滦南县天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滦南县天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德阳市罗江区略坪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
霍邱县牧鹰农牧有限公司
霍邱县牧鹰农牧有限公司
上海康林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上海康林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上海康林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金华市郑果家庭农场
金华市郑果家庭农场
金华市郑果家庭农场
平南县裕达种养专业合作社
砀山县紫荆堂果业专业合作社
湖南文妹子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园有限公司
仪征登月经济林果研发中心
西安鸿德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麦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封丘县红松家庭农场
封丘县红松家庭农场
义马市国榉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义马市国榉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石棉黑龙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韩城农椒园农牧专业合作社
横县校椅镇桂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横县校椅镇红桥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横县校椅现代农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陕西空港乡村发展振兴有限公司
阜宁桃花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阜宁桃花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阜宁桃花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阜宁桃花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古蔺县尚橙苑家庭农场
高唐县德聚贤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高唐县德聚贤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高唐县德聚贤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百汇绿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百汇绿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百汇绿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百汇绿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金珠贝蓝莓种植有限公司
水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洛川县杨舒鸿泰苹果专业合作社
富锦市同军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永泰县仙亭山农林有限公司
六安市裕安区莲花庵农业生态园
保山全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兰陵县恒翠家庭农场
临县好翌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恒硕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京恒硕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京恒硕种植专业合作社
乳山市易初紫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勤县东坝伟泰农林牧产销专业合作社
民勤县东坝伟泰农林牧产销专业合作社
湖南湘粤野猫嘴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湖州一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河县薛西湖家庭农场
广州市汇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遵义市播州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如皋市紫藤家庭农场
广东远添农贸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远添农贸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太阳村农业有限公司
南通民意土地农地专业合作社
盐源盐塘乡董家宇苹果种植家庭农场
广西隆林华农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隆林华农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黄山桃源里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喜运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县华盛果木种植有限公司
磐安县姜神堂食品有限公司
宾川县大梭啰生态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宾川县大梭啰生态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宾川县大梭啰生态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宾川县大梭啰生态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山西华龙盛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龙盛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龙盛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龙盛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蓝田县乔世强家庭农场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上海欣欣果蔬专业合作社
常熟市滨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滨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汤洪华种植家庭农场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鼎旭同辉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鼎旭同辉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鼎旭同辉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尊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尊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尊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尊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尊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绿红果蔬专业合作社
重庆赏心谷果蔬种植股份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红义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海安怡园家庭农场
海安怡园家庭农场
淅川县学林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淅川县学林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淅川县学林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淅川县学林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灵川县龙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冶市鑫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大冶市鑫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大冶市鑫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慈溪市桥头涌森蔬菜农场
慈溪市桥头涌森蔬菜农场
文成县双丰水果专业合作社
南靖县朝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南靖县朝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萧县园艺总场
化隆县昌信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疆兴翔果业有限公司
安徽鑫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水富三角村集体经济有限公司
水富三角村集体经济有限公司

湄江桐子坳+拼音
湄江桐子坳+拼音
湄江桐子坳+拼音
天汉金果+拼音+图形

绿北黄南+拼音

仁中仁
番星+图形
番星+图形
番星+图形
图形+隐逸山
安阳山
安阳山

金刚屯+拼音
金刚屯+拼音
金刚屯+拼音

田中福+拼音+图形
图形
尹山映月

黑龙湾+拼音+图形
娇馨塬

桂利农+图形
浓香园+拼音+图形
黄河故道桃花源
黄河故道桃花源
黄河故道桃花源
黄河故道桃花源
乌蒙鲜森
一诺清元+拼音
一诺清元+拼音
一诺清元+拼音
百汇绿海+拼音
百汇绿海+拼音

百汇绿海+拼音
百汇绿海+拼音

沁尔果+图形
裕锦山+图形
俺三哥
梦杉荷
樟盖峰+拼音+图形

东泇源银泉
东泇源银泉
东泇源银泉
东泇源银泉
东泇源银泉
东泇源银泉

熠彦圣果
熠彦圣果
熠彦圣果
册姜

野猫嘴

薛西湖
庄窑荔枝+拼音+图形

寿滋味
远添+图形
远添+图形
太养红
余港
宇惠农场+拼音

桃源神仙谷
喜运轩
李洞红+拼音+图形

松坪哨
松坪哨
松坪哨
松坪哨

蓝缘紫珠+拼音
渝宏林

渝宏林
渝宏林
渝宏林
渝宏林

滨江绿
滨江绿

桂鼎园+图形+拼音
桂鼎园+图形+拼音
桂鼎园+图形+拼音

云杭
云杭

龙坎十坷

天兴潭+图形+拼音
天兴潭+拼音+图形
皇魁+拼音
ZHAOHUI+图形
ZHAOHUI+图形
伊甸园
宝河源
塔和玉
旌旺+拼音+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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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于涵阳

当数字信息化遇见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会碰撞出哪些火花？

日前，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
化工作交流会在上海举办。作为首次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信息化工作与技术交流会，此次交流会紧
跟新时期、新要求下社会治理体系的理念
与技术革新，为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信息化，有效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效能，推动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提
升建言献策。

那么，信息化手段将如何助力农安监
管？又将如何为“舌尖安全”保驾护航？
智能监管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此次交
流会给出了新思路、新答案。

监管创新恰逢其时

长期以来，如何守护好“舌尖上的安
全”，始终是全社会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
一。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的
推进难点与发展对策，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标准研究中心政策与信息研究室主
任陈松认为，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
息化工作尚在起步发展阶段，虽然政策环
境基本形成、监管系统基本覆盖、业务功
能基本健全、支撑作用逐渐凸显，但仍然
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难点，即缺乏统一的业
务流程、缺乏创新的信息化工具、缺乏开
放共享的数据应用，以及缺乏可持续的发
展动力。

“特别是围绕三年行动中的豇豆攻坚
治理、‘三品一标’四大行动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宣贯落实，监管信息化工作都亟待
加速创新。”陈松认为，各地部门应当加快
补齐平台短板，探索服务模式，创新扶持政
策，部级层面要统一信息化标准规范，强化
大数据应用服务，推动信息化深度交流。

事实上，伴随着乡村互联网普及率大
幅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快，为推
进农安信息化监管提供了支撑保障。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杨信廷提出，信息化系统和智能化装备
是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核心基础，“2021
年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25.4%，标
志着智慧农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杨信廷介绍，2021 年，全国县域涉农
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已达 68.2%，“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信息化服务
覆盖率超过 90%，三农信息化服务覆盖率
达 90%以上。“未来，将进一步强化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高性能智能农业装备创制和
农业智能化生产集成应用，推动智慧农业
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智慧监管各显神通

以信息化入手，提升监管的专业化、
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无疑是农安监管的长
远目标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推动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监管实践，探索出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智慧监管的交流主题下，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监管处处长李旭介绍了该省推
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一张网”监管行动的
做法，即完善省级信息化系统建设，整合
升级省级原有平台功能；推动实现重点工
作全面信息化升级，实施“信息化+网格
化”“信息化+合格证”“信息化+胶体金检

测”等模式；加快推进农安信用监管，对所
有入网主体建立信用档案，并开展内部信
用等级评定，根据评定等级进行分级分类
监管，进一步实现监管精准化。

上海市则通过实行“一地块一编码”，
完成了全市 9 个涉农区和 3 家市属国企
100 多万个，共计 230 多万亩农用地地块
的数据采集和上图，全面推广“神农口袋”

“畜牧管理”两大农业生产作业直报系统，
将全市规模以上经营主体的生产全程纳
入信息直报体系，形成了上海农业的“一
图”“一库”“一网”。

江西省也在构建“全域监管一张网，
全程追溯一条链，全面评价一幅图”的“江
西农安·数智监管”全新模式。依托平台
实行 ABC 风险等级评定，执行差异化管
理和质量安全“一票否决”制度；创新智慧
抽检模式，由以往以人口定抽样批次、集
中抽样，改变为以主体数定抽样批次、按
产品上市时间精准抽样；同时，推行“区块
链溯源+合格证”合二为一的开具模式，落
实企业信息、农事记录、检测结果、巡查巡
检等信息。“在以上三点创新的基础上，建
设市县级大数据智慧监管指挥调度中心，
创建星级检测机构和乡镇监管服务机构，
达成监管全覆盖。”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监

管局局长刘晓斌介绍。

全程信息化破监管难题

显然，建好用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信息化，既是大势所趋，也大有可为。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要
在功能设计和业务管理上，逐步向前延伸
至投入品管理，中间聚焦好农产品生产全
过程管控，向后延伸至市场环节，通过创
新信息化手段解决当前存在的监管工作
难题。

具体如何做？交流会给出了最新的思
路。针对投入品环节管理，要通过监管名
录管理，推动所有监管对象名录全覆盖，率
先围绕“菜篮子”主要产品、11个重点品种，
将小农户等所有生产者纳入信息化监管，
并逐步推动产地收购者、农资经营者等监
管对象纳入。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禁用
药物的精准监管，实现禁用药物线上公告，
区域和品种风险数据归集与分析，禁限用
药品的购买途径追踪溯源等。

在中端生产环节，创新信息化工具，
采集不同区域、主体、产品的用药情况数
据，聚焦重点品种、重点主体、易超标药
物，开展针对性检测筛查，解决常规用药
监管难、处罚难等问题。通过强化主体生
产管控与服务，探索生产记录智能化识
别、自动化记录、信息化管理等功能和服
务模式，既能充分发挥生产记录作用，又
能有效减轻生产主体负担。要推动实施
生产主体风险分等分级管理，在健全主体
名录、强化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根据风
险数据分析和日常监管情况，形成主体风
险动态分等分级，加快探索主体信用评价
与信用监管，强化监管精准性。

在后端市场环节，要强化农产品上市
把关，推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信息化开证、
管理，保障合格证上信息的真实性、有效
性，提升合格证信息的丰富性、实用性。要
服务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通过信息
化工具逐步建立农产品营养、品质数据库，
探索数据分析、科学评价和品质分级，有效
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优价优销。

推动农安监管 信息化大有可为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工作交流会见闻

监管在线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近日，上海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上海
市农业农村委主题日活动在青浦区朱家
角镇举行。此次以“共创食安新发展共
享美好新生活”为主题的活动，首次邀请
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农业农村监管部
门共同参加。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开展
了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通过强
化“亮证”服务能力、依法推进全程“亮
证”、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信息化管理和
农产品销售多场景“亮证”，持续推进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衔接，推动长三角追溯一体化，不断提
升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感”。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上海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成效，宣传了新修订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农产品
生产安全用药常识。参与展示展销的

“青浦薄稻米”“马陆葡萄”等地理标志农
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选购。市民们表
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注
重“舌尖上的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加强
监管，把好“米袋子、菜篮子和果盘子”的
安全关，同时也要做好优质农产品的推
介，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安全健康营养美
味的地道好产品。

近年来，上海不断创新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方式，全面应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移动监管系统，将监管工作痕
迹化、标准化、精准化，落实了监管责
任，提升了监管效能，农产品例行监测
合格率稳定在 99%以上。同时，积极开
展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设立
镇级合格证服务站点 105 个，重点推进
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化开具、扫码识
别、信息追溯等内容，有效落实了主体
责任。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开具合
格证 94.7 万张，附带合格证上市的农
产品共 62.15 万吨。

上海还持续推进农产品“三品一
标”建设，依托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项目，培育打造出“马陆葡萄”“金山蟠
桃”等一批区域特色明显、市场知名度
高、带动能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聚焦
绿色食品和绿色生产基地，“环境绿”和

“产品绿”两手抓，逐步形成覆盖全产业、
全区域和全主体的绿色生产格局。目
前，全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 1086
家、产品 2223 个、获证产量 147.76 万吨，
绿色食品认证率达 30%以上，绿色生产
基地覆盖率达 37%，绿色优质农产品占
比达66.7%，优质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影
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上海

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

辣椒
番茄
薄皮甜瓜
西兰花
金秋梨
翠冠梨
黄金梨
西乡猕猴桃
苹果
茄子
鲜食玉米
东阳湖杨梅
核桃
黄瓜
番茄
芹菜
辣椒
安阳山鲜鸡蛋
安阳山冰鲜老母鸡
米苋
樱桃番茄
草头
番茄
黄瓜
辣椒
沃柑
桃
文妹子乌骨鸡蛋
尹山丑梨
相枣
白菜
薄皮甜瓜
西瓜
辣椒
玉米
核桃
韩城大红袍花椒
横县甜玉米
横县甜玉米
横县甜玉米
黄瓜
桃
梨
苹果
葡萄
纽荷尔脐橙
铁杆青香菜
大叶香菜
铁杆绿香菜
菜椒
西红柿

苦瓜
茄子
蓝莓
章丘大葱
沁尔果洛川苹果
富锦大豆
桃
莲藕
永泰仙亭山芙蓉李
莲花庵葡萄
木薯
梨
核桃
桃
樱桃
苹果
花椒
马铃薯
金手指葡萄
醉金香葡萄
阳光玫瑰葡萄
生姜
民勤番茄
民勤人参果
黄桃
南浔红美人（柑橘）
薛西湖葡萄
荔枝
高粱
花生
三红蜜柚
中华红橙
苹果
青蚕豆
苹果
百香果
西贡蕉
桃源里香榧
沃柑
三红蜜柚
生姜
金黄香小苹果
红富士冰糖心苹果
红将军苹果
华硕苹果
大樱桃
葡萄
沙果
西梅
葡萄
绿脆龙眼

乌皮大龙眼
长江一号龙眼
带绿荔枝
朱沱厚肉龙眼
草头
花椰菜
生瓜
稻谷
吉松岭花生米
吉松岭葵花籽
吉松岭饭豆
柠檬
凤梨
百香果
黄骨鱼
白鲢
鳜鱼
螃蟹
鳊鱼
柑橘
蜂糖李
紫背天葵
花椰菜
番茄
黄瓜
卷心菜
青菜
黄瓜
番茄
梨
柿子
板栗
葡萄
红薯
甜玉米
南瓜
甜瓜
天兴潭草莓
天兴潭蜜梨
文成杨梅
秀珍菇（鲜）
杏鲍菇（鲜）
萧县葡萄
鳟鱼
和田骏枣（干）
蓝莓
筇竹笋
方竹笋

网址：http://www.greenfood.org.cn 咨询电话：（010）59193662 传真：（010）59193664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第1242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告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核准，以下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有效期限以证书为准）。依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现予公告。

在浙江省嘉兴市，待上市的黄瓜上粘贴承诺达标合格证和追溯二维码的“证码合
一”标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为扎实推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高
质量发展，加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
特质农品品管、品审人才队伍建设，近
日，2023 年第二期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暨特质农品品管品审专题培训班在西藏
林芝举办。

培训班上，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副主任王子强以“推进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作专
题报告。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研
究员焦必宁等知名专家围绕种植、畜禽、
水产领域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营
养品质评价鉴定与审查技巧等主题作专
题授课。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戴
亨林作名特优新农产品工作经验交流。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法规信息处就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登录技术规

范与申报要求进行详细解读。
培训班学员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本

次培训学习内容丰富，专业覆盖面广，
对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日常登
录审查及评价鉴定工作均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和指导性。通过此次培训，学员
们不仅加深了对名特优新农产品与特
质农品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的政策
理解，还加强了与行业机构的交流互
鉴，为科学规范高效开展相关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西藏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中心、林芝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同志出席培训开班式并致辞。各省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优质化工作机构、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机构
（试验站）及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优质
化业务技术单位共 160余人参加了本次
培训。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专题培训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