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食品安全系列宣传之三：

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吗？这份“体检报告”告诉你

一日三餐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安全。看着餐桌上的饭菜，

您有时候会不会担心是否安全呢？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最严”的要求，就是“最严

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前

不久，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 2019 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对全国蔬菜、水果、茶叶、畜禽和水产品等开展风险监测。

4 月 29 日，国家相关部门通报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

发现有 8 批次食品不合格，其中有 1 批次不合格食品来自福州永

辉超市上渡店。



该超市销售的半边天牌竹林土鸡，经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

究院检验发现，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呋喃西林是一种抗菌类药物，属于国家禁用兽药。由于该产品证

照齐全，永辉超市上渡店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复检后，维持初检结

论。当时鸡已经卖完，超市发出召回公告，并与供货商解除合同。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种类众多的蔬菜、水果、畜禽等等，

如何挑选到安全放心的食品是每个家庭都关心的话题。

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各部门都实行严格的监管。农

业农村部从 2001 年开始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每季度

对蔬菜、水产、畜禽等农产品进行抽样监测。今年第二季度的抽

样工作正在进行中。按照异地抽检制度，5 月 7 日上午八点半，

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长沙中心工作人员

来到福州马尾名成水产批发市场随机抽样。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每个省要

在三个城市进行抽样，省会城市和两个地级市，其中两个地级市

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随机抽取。选定城市之后，

再由相关专家在当地名录里随机选定抽样地点，重点监测当地主

产的种养殖农产品。对畜禽产品的监测抽样，选取了福建莆田市

的一处屠宰场，对生猪进行现场抽样。

在屠宰场，第一步要进行快速检测，筛查这批生猪是否有瘦

肉精和违禁药物残留。如果发现不合格就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保

证不流入到屠宰生产线，更不能销售。



很快，快检的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瘦肉精和违禁药品残留，

接下来才可以进入上线屠宰环节。

取好的猪肉和猪肝样品经过冷冻之后带回实验室进行 6 大

类药物 31 个参数的检测。同时农业农村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北京中心对蔬菜生产基地、运输车、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各环节的蔬菜、食用菌、水果和茶叶进行抽样，监测 68 项国家

规定的禁限用农药及生产中常用的农药残留状况。从 2001 年启

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以来，监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小

农散户和储运环节被纳入到监测范围当中；农产品监测的参数增

加了 40%。监测地点由过去的指定改为随机选取，监管力度不断

加大。今年第一季度监测结果显示，抽检总体合格率为 97.6%，

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监测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研究所研究员钱永忠说：“蔬菜中

瓜类、食用菌监测合格率很高。薯类的蔬菜，监测合格率 93%。

主要是使用的农药在量上超过标准规范要求；在畜禽产品中，猪

肝、羊肉合格率很高，相对低一点的是禽蛋，检出一点点抗生素

药物的残留。我们检出发现的问题，跟前几年有一个显著变化。

以前检出发现的问题都集中在高毒农药的使用，以及一些违禁添

加物的使用，这一次我们监测发现，只是生产者不规范使用，没

有完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农药摄药的间隔期和兽药期的管理规

定去执行。”

监测发现的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监测处处长曾庆说：“例

行监测结束以后，先组织开展会商分析，形成一个总的监测情况



报告，通报有关部门。如果发现有比较突出问题的省份，还要专

门进行通报，要求采取确实的措施，分析原因，查找问题，然后

有针对性地整改，要求一个月内把整改落实情况反馈农业农村

部。”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相当于为农产品做一次全面

体检，发现各地农产品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并进行预警。地方政府

根据这份监测报告对当地农产品进行分门别类的指导。如果因为

使用违禁农药导致农残超标要启动执法问责程序；如果是农药本

身出了问题则要追根溯源；如果是生产者技术操作原因造成农残

超标问题，地方政府则要加强指导培训。将监测结果反馈到生产

环节中去，有的放矢，堵住漏洞。2001 年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时

候，农产品的监测合格率只有 60%多，现在合格率已经达到了

97.6%，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大幅提升，近年来各地重视农产品投

入品管理，在农药、兽药监管方面探索出一些新的方法。在福建

安溪的一家农资商店，记者看到，农民来购买农药都拿着一张卡

片。

扫描这张农资卡上的条形码，农户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

茶园面积和地理位置，以及之前购买农药的记录都清清楚楚地显

示出来，一瓶农药用到哪片茶园都可以清楚地查到。

安溪是乌龙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全县茶园面积 60 万亩。

福建安溪县农资监管与物流追溯平台管理员张扬说：“在

2009 年之前，安溪全境大约有七百多种农药经过多种渠道流入

安溪境内，大概有 500 多家门店销售给二十多万农户。经营状况

是相对无序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上的农药乱象，提升区域茶叶品质，

2010 年安溪县彻底整顿农资市场，整合 5 家经营公司及旗下 405

个经营网点，统一经营全县农资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违禁

的、不合格的农药无法进入安溪市场销售。

有了政府的源头管控，农民可以放心的购买农药。如果茶叶

出了农残问题，全程可以追溯，防范了风险。

安溪县还通过农艺改良、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推

广茶叶零化学农药使用，这些措施实施以来，安溪铁观音的品质

大幅提升。不仅仅是农药管理全程可追溯，蔬菜也有自己的身份

证。

在福建菜都要贴上二维码销售，散装菜如果出了农残问题可

以凭送货单追溯。

这些信息能够扫描获得，都来源于福建省推行了从农田到餐

桌的“一品一码”全过程追溯体系，打造统一的福建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监管信息平台。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调研员蔡春继说：

“为了解决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还有为了解决全过程的监管，

就是从生产端一直到市场端，整个监管要打通全过程追溯。要求

生产主体在工商登记注册处的生产企业、屠宰企业、家庭农场，

所有在市场销售的必须有一品一码。生产主体从 7 月 1 号开始，

在进入福建的市场没有一品一码就不让销售。”

上线运行，实现追溯信息生产端与市场端上下游关联，打造

全程追溯数据链条，形成良性的产销互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肖放说：“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包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增加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农业部门今年会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进一步提高绿色产

品的认证，提高优质产品的供应，化肥减量今年还要持续推进，

为市场上更多更好的产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 13 亿多人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过各方努力，现在食品安全有了很大提高，

但人们对此仍然有很多期待。安全的农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从源

头上加强农兽药的监管和使用，生产出安全放心的农产品，是对

消费者的承诺，更是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获得更好经济效益，

进而实现农业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的源头，人们才能吃得放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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