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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陕农办发„2021‟166号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出来”“管

出来”和“四个最严”等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

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意见》（农质发„2021‟7

号）要求，我厅制定了《陕西省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23日 

    （联系人：赵文利    电话：029-873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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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化管理的意见》（农质发„2021‟7 号）要求，建立健全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推动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

力进一步提升，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论述，创

新工作机制，推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网格化、规范化、精

准化，夯实监管“最后一公里”，确保乡镇及村（社区）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有效运转，提升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

平，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二、目标任务 

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点任务，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以乡镇为单位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形成由乡镇到

村（社区）到生产主体的完整、精细、清晰的管理网络，推进人

员年度培训全覆盖，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机制全面建

立，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及时到位，到“十四五”末，

基本实现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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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责”，织密监管网络、压实管理责任，落地落细落实工作要求，

实现网格化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管服务全覆盖。 

三、重点工作 

（一）区域定格。按照范围清晰、管理便捷、无缝对接、全

面覆盖原则，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两级网格化

管理体系。一是镇村网格划分合理到位，设立乡镇统筹，行政村

为基础网格的划分体系，一级网格以行政村(社区)为基础网格单

元，二级网格以涉农乡镇(街办)所辖区域为属地网格单元。二是

产业风险防控划分到位，可根据乡镇区域内产业分布、主体类型、

产品风险等情况，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产品合理划分。

三是监管网格管理到位，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

要全面建立生产经营主体名录，依托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息

员）形成本辖区网格管理图，实行动态管理。 

（二）网格定人。每个网格应明确网格监管员和协管员（信

息员），人员数量应能满足实际工作情况。网格监管员由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人员担任，网格协管员（信息员）

可由村（社区）两委成员、技术骨干等担任，也可由社会选聘、

购买服务等方式聘用的人员担任，优先聘用当地获得绿色、有机

等认证的企业内检员担任协管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企业、农

民合作社设置内部质量控制员，在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遴选社会

监督人员等，构建多元共治的网格化管理队伍。 

（三）人员定责。一是网格监管员职责。围绕乡镇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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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监管服务职责，负责组织网格化管理、开展日常巡查及抽

查检测等工作。建立并动态管理乡镇生产主体名录，对于质量安

全风险等级高、信用评级低的生产主体应纳入重点监管名录。特

别要聚焦豇豆、韭菜、芹菜、鸡蛋、乌鸡、肉牛、肉羊、乌鳢、

鳊鱼、大口黑鲈等建立重点监管主体名录。生产主体名录至少每

年更新 1 次，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开展日常巡查指导。主要巡查

质量安全承诺、诚信体系评价、农业投入品购买管理、生产记录

制度落实、农兽药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使用禁

限用药物或非法添加、农业废弃物处理、质量追溯落实、食用农

产品达标合格证开具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对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日常巡查频次不低于 2 次/年，对种

养殖大户不低于 1 次/年，对列入重点监管名录的，要加大日常

巡查频次。在用药高峰期、农产品集中上市期，应增加日常巡查

频次。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排查，对情节较轻的违规行为要

限期整改并持续跟进；对涉嫌违法的，应报告上级部门，配合做

好线索提供和案件移交。开展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

宣传。二是网格协管员（信息员）职责。根据乡镇监管公共服务

机构及网格监管员要求，聚焦禁限用药物违法违规使用、常规农

药兽药残留超标和非法添加等问题，全面掌握网格内生产主体基

本情况，协助监管员开展隐患排查、风险预警、检测抽样、用药

指导、信息报送、培训宣传等有关工作，从源头上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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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公开。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要

公示网格化管理图，包括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息员）布局安

排、工作职责、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鼓励通过信息化平台强化

公示工作。各乡镇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息员）日常工作中要

佩戴统一标识，方便群众联系，接受社会监督。要在农产品生产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基地醒目位置公示生产主体基

本情况、质量安全责任人、质量安全承诺书及网格监管员、协管

员（信息员）信息，张贴禁限用农药兽药名录等。各地农业农村

部门在公示信息中可因地制宜增加生产主体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等级、信用评级等信息。 

（五）创新机制。创新网格化管理及其配套工作机制，保障

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运转，切实提高基层监管效能。鼓励各地

探索建立横向协作机制，统筹基层农业综合管理服务力量，向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倾斜；建立日常巡查与乡镇综合执法衔接机

制，强化问题查处与案件查办；建立信息传递机制，充分利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及时采集更新信息，开展实时监管，实

现信息及问题上报快速化、扁平化；建立问题会商机制，定期开

展问题会商和反馈，不断优化管理方案，鼓励借助专家团队等外

脑开展问题咨询。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 年 9月）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结合辖区实际，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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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合理划定监管网格，明

确各类人员，召开动员部署会议，营造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化管理浓厚氛围。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 年 10 月-2024 年 9月） 

1.2021 年 12月底以前，省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完成网

格化管理建设任务。并以市为单位，举办镇村网格化管理人员专

题培训，解读政策、明确任务，不断提升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

息员）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打造高水平网格化管理队伍。 

2.2022 年 6 月底前，各市全面总结网格化管理中好的经验

做法，以市为单位组织召开网格化管理推进现场会，全力推进网

格化管理工作深入实施。2022 年 12 月底前全省新增网格化管理

县区数不少于 42个。 

3.2023 年 12月底前，查漏补缺，完成剩余县区网格化管理

建设任务（具体任务详见附件）。 

4.2024 年 9 月底前。所有涉农县区，以乡镇为单位全面建

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做到网格责任人花名册、生

产经营主体监管名录、辖区网格管理图齐全，网格管理运行顺畅，

常态开展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宣传、日常巡查、抽

查检测、隐患排查、检测抽样、用药指导、信息报送等工作。 

（三）总结宣传阶段（2024 年 9月-12月）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总结网格化管理实施过程中好的

做法和经验，形成典型案例和材料，通过多种媒体进行融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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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纳入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工作内容。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

乡镇网格化管理的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要强化组织实施和保

障，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定格、定人、定责”，认真

落实网格化管理和日常巡查工作要求。 

（二）强化条件保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推动将农产

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服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解决网格监

管员、协管员（信息员）工作经费和劳动报酬。要结合本地区实

际情况和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息员）的职责要求，合理确定

待遇，配备必需的防护用品。鼓励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解决监

管力量不足的矛盾，落实网格化体系建设、运行、管理等经费保

障。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监管员、协管员（信

息员）激励机制，在待遇保障、绩效奖励、职务职级晋升、职称

评定、研修深造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提高工作积极性。 

（三）强化考评奖励。省农业农村厅将建立考评机制，将网

格化管理工作纳入省级食品安全、质量工作等考核内容，督促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对于表现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每年安排质

量安全项目时，将优先考虑或倾斜。 

 

附件：网格化管理推进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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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网格化管理推进任务表 

市（区） 涉农县区数 2021年任务县区 2022年新增县区 2023年新增县区 

西安 9 长安、阎良、鄠邑 6  

宝鸡 12 
陈仓、岐山、扶风、
陇县、凤翔、太白、

凤县 
5  

咸阳 12 
礼泉、乾县、三原、

旬邑、淳化、 
5 2 

铜川 5 耀州 3 1 

渭南 10 
临渭、大荔、澄城、
白水、合阳、蒲城、

富平 
3  

延安 13 洛川、富县、黄龙 7 3 

榆林 12 榆阳、定边 6 4 

汉中 11 
汉台、略阳、城固、

佛坪 
5 2 

安康 10 
汉滨、白河、旬阳、
石泉、岚皋、平利、

镇坪、汉阴 
2  

商洛 7 商洛市全市   

杨凌 1 杨陵   

韩城 1 韩城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