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沂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 

临政办发〔2014〕14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临沂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3 月 24 日 

临沂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 
目标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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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山东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 号)、

《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体系

的实施意见》(临政发〔2013〕19 号)要求，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县区人民政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蒙山旅游区管委会。 

二、考核内容及分值 

（一）组织领导（10 分） 

1．县区政府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将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 分） 

2．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 分） 

3．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列入对乡镇政府科学发展观综合

考核，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绩效考核（3 分） 

4．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生产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

究、一票否决制度，责任人员 100%追究到位（3 分） 

（二）经费保障（12 分） 

1．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件建设经费、监管执法工作经费列

入县区财政预算（5 分） 

2．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村级监管员补助经费列入

县区财政预算（4 分） 

3．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财政预算比上年度有所增加（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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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体系（30 分） 

1．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机构健全，机构、人员、

工作条件按临政发〔2013〕19 号文件要求落实到位（10 分） 

2．全部乡镇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每个行政村配

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乡镇监管机构达到“六到位”规范化

标准要求（见附件）（10 分） 

3．建立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中心），并有效运行，

通过省级机构、计量认证（5 分） 

4．农产品生产主体及储存主体建立速测室（2 分） 

5．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及农产品生产主体培

训（3 分） 

（四）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30 分） 

1．实施农药经营备案及高毒农药定点经营两项制度，加强

种植环节及储存环节农药、保鲜剂及添加剂的管理（10 分） 

2．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质量标准及生产技术标准的制修

订，推广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三品一标”认证（5 分） 

3．建立农产品准出制度，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试

点（4 分） 

4．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监督抽查及风险预警（5

分） 

5．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及

农资打假成效明显，案件查处及时，投诉受理率、查处率达到

10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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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效（18 分） 

1．主要农产品（蔬菜、食用菌、果品、茶叶）农药残留市

级以上抽检合格率达到 98%以上（6 分） 

2．市级以上抽检禁限用农药检出率为 0（5 分） 

3．确保本行政区域内不发生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7

分） 

三、考核办法 

每年 12 月下旬由市政府抽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考核组，对

各县区、开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年度

考核。考核组通过听汇报、核查档案资料、工作质询、实地抽查

等方式，对照考核内容及分值进行量化打分。 

四、考核奖惩 

对各县区、开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目标考核结果，按量

化得分高低排序，在全市通报。对排名靠前的县区、开发区由市

政府授予“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先进县区”称号。对因工作不力

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质量安全事件因处置不当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市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检出禁

限用农药且属于辖区内生产基地违规使用的，均实行一票否决。

事故发生地和引发事故的产品产地所在县区、开发区均取消评先

树优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市政府对考核名次末位的

县区和开发区进行约谈；各县区、开发区对本县区考核末位的乡

镇、街道实行重点管理，并报市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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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沂市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规范化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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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

务机构建设的意见》（农质发〔2011〕7 号）和市政府《关于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体系的实施意见》（临政发

〔2013〕19 号）要求，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规范化建

设应达到“六到位”标准。 

一、机构职能到位 

   县区编办发文设立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

实行农技推广、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并明

确监管机构职能。办公室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牌子，监

管机构职能、工作目标上墙。 

二、监管人员到位 

每个乡镇（街道）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职监管人员 3—5

人，其中检测人员 1—2 名，编办对监管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

由乡镇（街道）在编的事业编制人员担任。监管人员名单要上墙。 

三、设施设备到位 

有监管工作室和速测室，应为独立的 2 间或监管工作室与

速测室有效隔离，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工作室需配备办公桌

椅、档案柜、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数码相机、流动抽

样检测车等办公设施。速测室需配备 2 套农残速测仪、装备工

作台、空调、冰箱、电脑等设备。 

四、经费保障到位 

建立日常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监管检测人员业务工作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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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每年不少于 3 万元，村级监管员补助经费纳入公共财政年

度预算，按照市里要求足额到位。 

五、规章制度到位 

业务管理制度和日常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并上墙。业务管理

制度包括检测人员工作制度、检测站安全管理制度、抽样检测

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日常

工作制度包括工作制度、学习培训制度、监管人员责任追究制

度等。 

六、工作开展到位 

1．制定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2．制定农产品安全抽样检测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3．将农产品生产合作社等建立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及收储运

主体纳入日常监管。 

    4．组织开展村级监管员培训，监管员管理规范，作用发挥

好。 

 5．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不发生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6．档案资料齐全，做到分类装盒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