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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计划用3年时间构建统一农产品省级追溯平台

农产品都上“身份证”，质量安全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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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处处长严德荣介绍，湖
南从2015年开始试点农产品
质量追溯，目前已有株洲、永
州和郴州3个市州开展全市
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 追溯
范围涵盖蔬菜、水果、畜禽、
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 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 湖南开始筹
划省级追溯平台，并计划用3
年时间建成。

如何构建农产品追溯平
台，严德荣形象地用比喻解释
道，“就像是建立一栋大的百
层高楼，一个县占一层，县里
再分给每个乡一套房子，一个
基地给它搞一间， 层层分配，
再配套具体的设施，省里再建
立一个总部，信息汇总，就能
随时了解农产品质量情况。”

严德荣说，追溯平台在起
步阶段将依照两种模式推进，
规模较大的生产经营主体将
要求提供联系方式、工商执照

编号等更全面的信息； 规模
小、 条件有限的生产经营主
体，将公布产地、产品名称、规
模等简单信息。“追溯平台建
成之后，就可以快速查到对应
农产品的信息， 包括生产者、
产地环境、 土壤水样监测数
据，以及施肥用药、产品合格
检测报告等等一目了然。”

“用二维码技术进行溯源
优先使用在附加值比较高的
商品， 对于来自偏远地区的
农产品， 哪怕一个合格证也
可以作为溯源的承诺。”国家
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湖南省应用推广中心负责
人易伟表示， 农产品溯源既
是民生所盼， 也是企业转型
升级、 提质增效所迫。“如今
仍有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充斥
市场，滥用、冒用产品品牌的
也不在少数， 所以企业需要
拿起溯源的‘武器’来保护自
己的品牌。”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周胜蓝 王泽华

近年来，出现在居民餐桌上
的优质安全农产品越来越多，
市场上主打绿色、 无公害的蔬
菜水果等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
的青睐。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农产品消费安全环境在不断
改善，也说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不断提高。

说到优质安全农产品，“三
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无疑具有代表性。而记者也
从省绿色食品办公室了解到，截
至9月30日，全省“三品一标”有
效总数达到了3206个， 今年新
获证产品833个，已提前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在
推进品牌农业建设过程中具有
重要意义。” 严德荣说，“三品一
标”要求产地环境要达标， 再就
是要推行绿色防控，尽量少施农
药，因此通过监管标准化生产后
再来创建农业品牌，促进农业提
质增效。

省农委主任刘宗林此前也
表示，湖南目前大部分农产品还
缺少严格的质量标准。 未来，湖
南农业将从精细布局产业、精细
配置资源、精细对接市场等方面
着力。通过生产模式、经营方式、
管理手段的精细化来提高湖南
农业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湖南农
业大省向强省跨越。

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 湖南还严抓标准化生产，
规范生产过程。据了解，目前全
省的标准化生产基地达到了
4200多万亩， 其中包括2200万
亩核心基地，涵盖了标准化养殖
场、茶园、水果园等。除了实现产
地环境、生产过程标准化，湖南
还推广“绿色防控”，实行“化肥
农药零增长”行动，发展生物防
治、物理防治。

“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产出
来的，也是管出来的。”严德荣告
诉记者，为了提高队伍的监管能
力和水平，2015年下半年湖南
在全国首次提出“一体两翼”的
综合监管体系， 以监管为主体，
执法和检测为两翼，普遍建立了
市（州）、县（市、区）、乡（镇）、村、
组五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
络。“过去是监管、检测、执法三
部门独立工作，现在基本上都建

起了监管网络，形成了联合联动
的机制，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
了，这使湖南的农产品监管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

农产品质量检测是“两翼”
之一，据了解，除了省农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南在各个市
州以及主要农业县均设有农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乡镇、大规模
的合作社、 基地等也具有质检
室， 将力争实现检测全覆盖，做
到可以随时抽样，检测之后可以
随时发现问题。

此外，为了落实农产品质量
监管，湖南还将农产品安全列入
市州的绩效考核中，并建立了逐
级考核机制。“就是层层签订责
任状，市州政府向省里提交责任
状，乡镇政府向市州政府提交责
任状，乡镇建立了分片包管责任
制，村里向乡镇政府提交安全承
诺书，环环相扣，确保万无一失。”

【形势】
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稳中向好

追溯平台是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重要手段，那么，目前湖南
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如何？

“湖南的农产品安全形势和
全国一样， 总体保持稳定向好的
态势。”严德荣介绍，近几年湖南
对农产品品种的监测合格率稳定
在9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稳定在全国前列， 连续两年是农
业部通报表扬的省份。

与此同时， 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在湖南也愈加受重视。 近年
来省农委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
头等大事， 由过去的偏重数量逐
渐转变到现在数量与质量、 效益
并重，并提出以“质量兴农”作为
目标。财政也加大了资金投入，近
3年省财政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
预算投入70%以上，2017年财政
预算增加了1000万。

“只有通过检测合格率才能
反映农产品质量状况。” 严德荣
说， 全省每年农产品抽样批次包
括定量定性170万批次以上，农产
品抽样的监测面、监测量、批次都
在不断上升， 农产品监测合格率
也在逐年增加。 今年全省一级直
接抽样检测农产品批次达到7000
批次以上，比2016年增加了2000
批次。

从全国来看，当前仅有浙
江、江苏、四川等为数不多的
几个省份建立起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就在不久
前，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局局长广德福就表示：农业
部将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并开展追
溯试点， 普及农产品追溯管
理，让生产行为可追溯，让消
费选择可识别。

“我们的平台建成之后，
只要与全国的追溯系统对接
就可以了。”严德荣表示，湖南
构建的农产品追溯平台将设
计专门的模块，与国家的多个
平台连接，实现互通。既可查
询生产经营者的信用评价问
题， 还可对接应急和预警平
台，当出现违法或不合格产品
时，将产生黄色、红色预警，并
与执法平台对接，实现查案办
案有根据。

但现实中，建立农产品追
溯平台还存在不少堵点。除了
生产经营主体实力规模不均
衡、 资金投入等问题之外，易
伟表示，目前各行业普遍存在
“信息孤岛”的问题，从生产到
流通领域之间的信息形成断
裂，很难实现溯源，因此，要真
正实现农产品溯源仍然“任重
而道远”。

严德荣也表示，建立追溯
平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
消费者的权益， 但追溯是把
“双刃剑”，虽然能促进产品销
售， 也对生产经营主体起到
监督约束的作用， 因此如何
调动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
性， 成为最大的难点。“调动
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是
做好追溯体系的关键， 所以
建设农产品追溯体系不能一
味靠政府投入，需要生产经营
主体积极配合。”

近年来，扫码溯源在食品、汽车、跨境电商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如今，这一技术也成为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
手段。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湖南省农委了解到，湖南正在
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并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
一个省级追溯平台，力争实现全省所有的农产品可追溯。

“追溯平台建成之后， 就可以快速查到对应农产品的信
息，包括生产者、产地环境、土壤水样监测数据，以及施肥用
药、产品合格检测报告等等一目了然。”省农委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处长严德荣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 这样一来，扫
一扫，消费者便能知晓产品好不好，企业也能使用溯源“武
器”来保护自己的品牌。

【追溯】 株洲、永州、郴州3市实施全市追溯试点

【难点】 调动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

【监管】 建成“一体两翼”综合监管体系

【未来】 布局精细农业，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

扫码溯源正逐渐成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消费者只需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了解产地、等级、
生产日期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