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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

的重大考验。”

     

重要论述



 农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大家每天都在

吃、都在消费，直接关系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食用的农产品即使只有0.01%的

不合格，对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就是

100%的风险。在所有民生问题中，农产

品和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面最广、群众感

受最直接、容忍度最低。——责任重大

无论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还是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者、检测人员来

说，坚决守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让千家万户吃得安全放心，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使命光荣

因此，监督抽查是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
既是“产出来”也是“管出来”重要指示批
示最有力的举措，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的重要措施，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执行监督抽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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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抽检工作总结



总体合格率99.2% 位居全国第7名 总体合格率98%
 

全国 贵州 排位

2024年国家例行监测情况



01 总体合格率

 2024年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抽查农产品54664批次，

不合格120批次，合格率99.8%。

 蔬菜30522批次，不合格66批次，合格率99.8％；

 畜禽产品14130批次，不合格28批次，合格率99.8％；

 水产品1574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99.3％；

 水果6430批次，不合格14批次，合格率99.8％。

 抽查结果显示，说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状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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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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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品种合格率

  抽检豇豆2766批次，不合格14批次，合格率99.5%，
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

  抽检鲈鱼127批次，不合格5批次，合格率96%，高于全

国7.8个百分点；

  抽检芹菜320批次，不合格7批次，合格率97.8%，高

于全国1个百分点；

抽查概况

99.5
96

98.596.7

88.4

96.8

豇豆 鲈鱼 芹菜

重点问题品种合格率

贵州合格率（%）

全国合格率（%）



03 禁限用药物检出情况

 我省检出禁限用药物25批次，占不合格总数的21%。近3年，

禁用药物逐年减少。

其中：

 检出蔬菜禁限用农药23批次（毒死蜱15个65.2%，氧乐果4个、

乙酰甲胺磷3个、甲胺磷1个）。

 主要产品是豇豆5个 、白菜5个、 辣椒3个、青菜3个、芹菜、

黄瓜、丝瓜、苋菜、棒豆等各1个。重点问题品种检出禁用

药物有7个，占比28%。

 1个鸡肉检出禁用药物呋喃西林；1个鲈鱼检出氯霉素。

抽查概况

近三年蔬菜禁限用农药检出情况

年度 检出数量
占不合格总数

的比例

2024 23 19%

2023 32 33%

2022 44 35%

  虽然合格率、禁用药物检出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家也要清醒地看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隐患仍然存在，仍有禁用药物检出和常规农药残留超标。

 全国检出禁用药物数量140批次，
占全国不合格总数468批次的30%。



监管环节问题

 对农产品生产、收贮、运输、屠宰等环节
的监管力度不够。

 宣传培训，巡查指导存在差距，速测把关
不到位，未严格按照“用什么，检什么”的
要求开展速测把关，抽检参数覆盖面不足
等。

抽检环节问题
 专业素养不足：部分抽样人员对抽样标准、方法

和流程掌握不熟练，不清楚如何保证样品的代表
性和均匀性，导致抽样缺乏科学性。容易出现抽
错样品或对样品处理不当的情况。

 责任心不强：部分抽样人员工作态度不认真，在
抽样单填写时字迹潦草、信息填写不完整或不准
确。在抽样过程中不严格按照规范操作，随意减
少抽样数量、简化抽样流程，对样品的保存和运
输也不重视，导致样品受损或变质。

生产环节问题
 生产环节存在违规用药、超范围、超

剂量用药，不遵守休药期和安全间隔
期等问题，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法律
法规了解不足，安全用药意识淡薄，
缺乏安全用药知识，购药渠道五花八
门，部分生产者为追求产量和经济效
益，忽视农产品质量安全，违规使用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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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分析



抽样单或封条

未盖抽样单位

公章

抽查环节

。

抽查数量

主要问题

麻江县样品封条未加盖抽样单位公章 德江县抽样单未加盖抽样单位公章



1.水城区抽样单上只有

一名执法人员签字。

2.抽样单填写不规范，

抽样单中有5种蔬菜，且

抽样基数填写为20kg。 抽查环节

主要问题

水城区



务川县、黄平县抽样
基数未填写

抽查环节

主要问题

务川县 黄平县



1.清镇市抽样单中样品名称与封条不一致、未填写抽样编号；

2.样品编号填写为“1”，并与三图抽样基数的单位（公斤、羽）未填写；

3.同样的抽样日期，同样的执法人员填写的2份抽样单，一份盖公章，另一份未盖公章；

4.核果类样品未备注果肉和果核重量（荔枝、樱桃、芒果、荔枝、桃等）

抽查环节

主要问题

采取打印模式填写，抽样单填写规范，并且明确所抽样品为上市产品。



一图普定县样品抽样

单与封条编号不一致；

二图普定县猪肉样品

包装使用一次性饭盒，

运输后破裂。

抽查环节

主要问题

样品编号不一致，可认同为不是同一批样品；

样品包装不严实，对样品状态有影响，可能导致检测结果的不准确、不精准等



未按标准制样

主要问题

在制样过程中，对纤维性组织较重样品（芹菜、豇豆）制样时加水匀浆；

对有果皮的水果制样时，未按照标准进行全果制样，如香蕉、西瓜、柑橘、百香果等；

对有果核的水果抽样时，未记录果肉与果核的比重。

以上与制样标准要求不符。

  建 议：

    各地要对抽样、制样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内容涵盖农产品知识、抽样标准、方法、

流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确保抽样人员真正掌握抽样技术，具备独立、准确完成抽

样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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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抽查工作



以农产品种植基地、养殖基地

（场）、屠宰场（厂）、供学校生

产基地、出口基地、种植和养殖大

户等为重点。

抽查主体

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基地到

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

工企业前，包括生产、收贮、

运输、屠宰等环节，实现全程

监管。

抽查环节

省级抽查17000批次，全省

1.3批次每千人。确保重点

品种的抽检覆盖率。

抽查数量

抽查对象与数量



蔬菜主要抽查豇豆、芹菜、辣椒、
生姜、韭菜、韭黄、大白菜、菜
豆、菜薹、菠菜等；食用菌主要
抽查干竹荪、香菇、平菇、金针

菇、双孢菇、黑木耳（鲜品）等；
水果主要抽查芒果、香蕉、荔枝

等。

主要抽查猪肉、牛肉、羊肉、乌
鸡鸡肉、普通鸡肉、鸭肉、鸡蛋

等。乌鸡鸡肉、普通鸡肉、鸡蛋、
鸭肉主要在家禽产品（产地）的
养殖场抽样，猪肉、牛肉、羊肉
可在屠宰场（厂）内进行抽样。

主要抽查鲈鱼（大口黑
鲈）、鲫鱼、鳊鱼、黄鳝、
牛蛙、乌鳢、鲟鱼、草鱼、

鲤鱼、冷水鱼等。

种植业产品 畜禽产品 水产品

抽查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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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检测
省级以禁限用药为主，重点治理品种加入常规农药。各地制定抽查方
案时，结合当地产业实际与检测资质。

重金属检测
加入生姜中铅、镉的检测等。

兽药残留检测
兽药残留检测参数应包含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恩诺沙星、达氟沙星、
沙拉沙星、诺氟沙星、氧氟沙星等兽药。

检测项目



样品确认与填写规范

在监督抽样过程中，要与生产主体确认
样品状态和上市情况，确认上市的应当
在抽样单上勾选“所抽产品已采摘（收
获）、确定为上市产品”。抽样单和封
签要用正楷字填写，信息填写不完整、
不规范、不能辨识的，未标注样品上市
状态的，检测机构可拒收样品。
严格的抽样要求能够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和准确性，为检测结果提供可靠的基础。

市（州）监督抽查工作

市（州）按每千人1.3批次测算任务
数量，扣掉省级监督抽检数量后为
市（州）需要完成的监督抽查数量。
市（州）级监督抽查任务不得少于
1200批次，监督抽查应当包括种植
业产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
。

县、乡速测工作

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速测，要对重点
产品豇豆、芹菜、韭菜、芒果、香蕉、
荔枝、鲈鱼、鲫鱼、鳊鱼、黄鳝、牛蛙、
乌鳢等产品开展。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对
毒死蜱、克百威、氧乐果、氯霉素、孔
雀石绿等禁用药物开展速测，发现阳性
的，责令不得上市销售，并立即开展监
督抽查。

工作要求



通报与考核 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查联动坚决立案查处

对于监督抽查不合格的农产品，坚

决立案查处，做到有案必查，查处

率达100%，监督抽查发现禁限用药

物的，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若因被抽样主体、抽查程序等不符

合农业执法立案查处条件的，或不

查处、该移送的不移送将予以全省

通报，并作为年度食品安全和质量

考核扣分内容之一。

在风险监测抽样过程中，发现使用禁

限用药物的，立即开展监督抽查。

在风险监测中发现不合格产品，要及

时开展执法监督抽查，提高监督抽查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01 02 03

不合格产品处理



定量监测工作

监测数量2.0批次每千人，其中监督抽查1.3批次每千人，风险监测0.7批次每千人。各地要

做好风险监测问题样品的跟踪监督抽查，对直供校园生产基地和重点治理产品加大抽检频

次、加大检测参数，发现问题坚决查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对检测数量和检测质量进行抽
查核实，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对弄虚作假的，全省通报批评。

重点问题品种药物残留治理

对重点治理品种和供校园生产基地落实落细建档立卡、宣传培训、用药指导、绿色防控、

速测把关、定量监测、执法办案等各项监管措施，确保上市产品符合标准；配合做好国

家对重点品种及供校园基地的专项抽检工作，确保到达国家要求。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各地积极协调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做好全年4次国家例行监测抽样工作。督促生产主

体和收购商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到带证上市。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对承诺达标

合格证开展查验，督促销售主体凭证入市销售。充分运用风险监测的预警功能，扩大风

险监测范围、对象和参数，加大速测技术运用，把好上市关，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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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技术准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评估遴选

智慧农业整机装备、关键零部件、软件产品等技术装备领域检测机构。
检测内容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农业机器人、智能农机装备等、农
业软件等。

能力验证、大比武
加入生姜中铅、镉的检测等。

基层农兽药残留限量规定培训
各地要组织对标准、农药知识等开展相关培训，

近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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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工作展望



高质量完成考核

      以上工作均纳入国家年度考核，定量监测是基本目标，重点产品药物残留治理

是重点考核内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是乡村振兴实绩战略考核指

标之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样品

抽取随机性强、样品来源广、抽样环节多、希望各地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检测和沟

通协作，确保到达考核目标。    

     2025年，我们上下一心，锚定目标、共同努力，争取高质量完成各项考核目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永远在路上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