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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尤溪县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实施方案

实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已明

确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开具承

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已上升为生产经营者应尽的法律义务。

我省大力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

行制度（以下简称“并行制度”），有效压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

有力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为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一步强化“并行制度”，部、

省、市部署，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启动实施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

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全面推行并行制度、提高赋码出证率和社会认知认可度为

目标，通过开展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引导广大食用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树牢“不合格、不上市”理念，让承诺达标合格证/

追溯凭证真正成为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信用证、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身份证、入市销售的绿色通行证。

二、工作目标

种植业、畜禽产品亮证率每年提高 5％以上。到 2025 年，

直供商超、专卖店销售的地产包装的蔬菜、水果、茶叶、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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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亮证率达到 90％以上。

三、重点任务

（一）提升亮证服务能力。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用药

宣传培训。以乡镇为主，兼顾县级监管工作需求，配齐配足智能

采样仪、胶体金免疫快检设备，为生产经营者提供便捷的快检服

务，推广应用胶体金免疫快检技术检测禁用药物和常规药物。县、

乡监管站悬挂“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服务站点”标牌，支

持有条件的村设立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点，提供质量安全

控制技术、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便捷开具等服务。鼓励农

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加强自控自检、

规范开证。

（二）依法推进全程亮证。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

理办法》，健全完善全程亮证工作机制。督促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种植养殖基地主动公示质量安全承

诺书，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开证亮证。指导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

位或个人按照规定收取、保存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

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协作，发挥好市场环节的驱动作用，推

进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企业将查验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

等同于查验许可证、合格证、购销凭证等证明，推动农产品重点

批发市场建立健全验码查证等制度。

（三）完善亮证智慧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乡镇配备承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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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智能机，持续开展线上巡查，督促指导生产经营主体规范、

完整、及时上传追溯信息，产品上市交易时批批赋码出证。

（四）拓展亮证销售场景。主动与生鲜电商平台、直播平台

等沟通协作，将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在门户网站、APP、小

程序、直播平台等农产品营销宣传页上醒目亮证。积极推进产地

直销与学校食堂、集团采购相对接，开展赋码出证农产品进高速

公路服务区、中石油“昆仑好客”便利店展销活动。

（五）接力开展亮证行动。与市场监管、教育等相关部门，

电商、物流、市场等平台及各类媒体加强合作，丰富创新亮证活

动组织形式，开展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进社区、进机关、

进学校等现场活动。组织消费者进基地、进市场切实了解承诺达

标合格证/追溯凭证的作用。推动县内所有进入商超销售的地产

包装食用农产品，全部粘贴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标签。积

极组织开展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并监督出证工作。

（六）推广亮证典型案例。充分运用报纸、电视、广播、公

交车体等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新媒体，广泛宣传亮证行动，

推介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开具

以及亮证的典型事例。

（七）加强亮证能力培训。印制发放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试行）》，定期组织开展承诺达标合格证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宣

讲和培训，做好农业农村系统相关工作人员培训，确保每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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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执法人员和相关技术推广人员至少接受 1 次专题培训。

四、进度安排

（一）2023 年：制定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具体实施方

案，完成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动启动工作。依据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健全完善全程亮证工作机制。

（二）2023 年—2025 年：持续开展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

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从事农产品

收购的单位或个人依法依规应开尽开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

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总结亮证推

进、亮证应用、亮证展示、监管执法等方面典型经验和模式。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有效整合本地资源，合理安排相关经

费，积极出台支持政策，细化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具体推

进措施、进度安排、支撑保障。

（二）加强政策推动。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审核制在研究

项目、资金安排、示范创建、品牌评选、展会参展时，将申报主

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近年产品合格、赋码出证情况）作为

重要评审依据，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安排近年来产品抽查合格、

批批赋码出证的生产主体。

（三）强化总结宣传。要加强宣传，定期总结达标合格农产

品亮证行动的典型经验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