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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分级

动态管理工作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自律意识，

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评级对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和个人。鼓励和支持从

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参加评级。

二、评级标准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实行评级制度，设

定A、B、C三个等级。具体标准如下。

（一）A级评级标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不存在B、C级所

述情形，能够自觉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评为A级企

业。

（二）B级评级标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1年内存在下列

情况之一，评为B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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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级及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出农药、兽药残留超

标的；

2.县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通报检出农药、兽药残留超标，追

溯到本地生产经营主体的；

3.未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的；

4.发现存在超量、超范围用药情况的。

5.其他应列入的情形。

（三）C级评级标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1年内存在下列

情况之一，评为C级企业。

1.县级及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出违禁物质，或农药、

兽药残留超标3次及以上的；

2.县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通报检出违禁物质，或农药、兽药

残留超标，追溯到本地生产经营主体3次及以上的；

3.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检查、暗查暗访、飞行检

查中，发现违法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其他危

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4.发现冒用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或

未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2次及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检查、飞行检查或监督抽检的；

6.因生产、经营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造成《福建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事故分级中“（Ⅲ级）较大”

以上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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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违法违规生产农产品，造成农产品安全事故，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

8.因生产、经营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被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2次及以上的；

9.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出其他质量安全问题，情节严重

的。

10.其他应列入的情形。

三、评级管理

（一）等级评定。风险等级实施动态管理，每季度末更新1

次。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

质量监测、监督检查、实地核查、日常监管、专项督查等情况

对辖 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等级评定、建档归类等工作。

（二）等级调整。一是A级或B级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出现

上款所列情况，需要降为B级或C级的，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

规范程序做好信息更新记录，并公示降级结果。二是B级、C级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按规定进行整改，并达到A级标准后，可向

所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书面升级申请，符合条件的可升为A

级，并公示。三是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等级变更后，由当

地农业农村部门向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出具风险等级降级或升

级告知书。如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对降级结果有异议的，可以

自收到告知书时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诉，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应自收到申诉后七个工作日内给予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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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级公示。省厅根据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分级

动态管理有关要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信息公示栏样式进

行了 修改，新增了风险等级信息（参考样式附后），各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尽快更换，并负责本辖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相

关风险分级信息公示。

（四）信息备案。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部

门负责收集本辖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分级有关信息，

并按 要求于每年12月20日前报送省厅质监处备案。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严格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如有

结合本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细化方案的，要及时上报市级农业

农村 部门，并由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统一汇总上报省厅质监处备

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做好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等

级信息采集工作，建立完善各类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息档案，

行政检查人员和执法人员要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确保风险

分级工作有效有序开展。

（二）加强公正透明，客观评级。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风

险等 级分类管理应坚持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在等级评定

过程中做到标准公开、尺度统一、过程透明、结果公正。要加

强等级评级工作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不按照有关要

求进行评级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关于

等级评定工作的投诉和意见，应及时核实处理。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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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期对全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等级评级情况采取随机和

“四不两直”方式进行抽查。

（三）加强奖惩并举，分类监管。要充分运用农产品生产

经营主体风险等级结果，对评定为A级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可 作为下一年度各级涉农项目、资金、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及

各类认证认定、评优评先、农业展示展销等活动优先对象，各

地也可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奖励机制；评定为C级的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原则上不再列为各级涉农项目、资金、政策扶

持对象，不再受理认证认定、不再推荐参加各类评优评先、农

业展示展销等活动。

（四）加强宣传引导，诚信经营。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

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加大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风 险等级政策文件、建设成果、奖惩典型案例等方面宣传力度，

不断提高全社会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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