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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制定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 

管理制度有关建议的函 

 

各市、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今年 1 月，自治区党委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要求自治

区农业厅、水产畜牧兽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建立食用农产品

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经自治区有关部门研究，自治区局

起草了《关于建立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的

意见》。已征求自治区农业厅、水产畜牧兽医局的意见，现征

求你们意见。 

请于7月15日前向自治区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反馈修改意见。

市局汇总市本级和所辖县（市、区）修改意见，以传真方式（盖

章）报送，正式修改书面文件随后寄递。 

桂食药办食流函〔2016〕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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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及 电 话 ： 梁 学 文 ， 0771-5832387 （ 传 真 ） 、

15978110008。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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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 

和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市、县（市、区）农业局、水产畜牧兽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为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

场准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的重

要性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食品安全

涉及的环节和因素很多，但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农产

品生产是第一车间，源头安全了，才能保证市场准入安全，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了，才能保证人民群众饮食健康安全。抓食品

安全，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同时也要严把

市场准入关。建立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

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

障，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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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

设的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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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广大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二、实施范围 

    （一）产地准出实施范围 

实施产地准出的范围重点是全区所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以下简称“三品一标”）

生产基地、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园区）、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及畜禽屠宰厂（场）生产的蔬菜、

食用菌、果品、畜禽及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 

（二）市场准入实施范围 

    实施市场准入的范围重点是全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大型商场、连锁超市，实施市场准入的品种为蔬菜、食用

菌、果品、畜禽及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 

三、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条件 

（一）产地准出条件 

1.实施产地准出的蔬菜、食用菌、果品、水产品等食用农产

品，生产经营主体在销售时应当向购买方出具产地证明和合格证

明文件。 

（1）认证有效期内“三品一标”食用农产品标示或标注的产

地信息，可以作为产地证明；经自检或委托质量安全检验机构检

测合格后，其证书可作为合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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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化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家庭农场或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应建立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品种相适应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制度，其生产的食用农产品，由本单位出具产地证明；其

自行检测、委托检测出具的检测证明可作为合格证明文件。 

（3）生产基地、园区及其他生产经营主体，由乡镇政府或其

委托的其他机构根据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的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和

动植物疫病情况出具产地证明；其自行检测、委托检测出具的检

测证明可作为合格证明文件。 

（4）在产品上加贴的二维码、条形码或附加的标签、标示

带、说明书等可以作为产地证明；二维码、条形码或附加的标

签、标示带、说明书的内容，一般应包含食用农产品名称、种植

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2.实施产地准出的畜禽及畜禽产品等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在

销售时应当向购买方出具下列证明文件： 

（1）生猪、牛、羊、禽类等动物产品必须出具当批次动物及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胴体上加盖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验讫印章和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

印章，分割、包装的畜产品还应加盖检疫标志； 

（2）其他畜禽产品按照规定需要检疫、检验的，应当提供检

疫合格证明、肉类检验合格证明等证明文件。 

3.经查验或检验后发现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不得采收（或出

栏）上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出具产地证明或合格证明文件。 

（二）市场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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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用农产品进入集中交易市场，销售者应当提供社会信用

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符合上述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条件，

并能提供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的，准予进入我区

集中交易市场销售。 

2.供货者提供的销售凭证、销售者与供货者签订的食用农产

品采购协议，可以作为食用农产品购货凭证。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能够提供购货凭证和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的，经市

场开办方查验、留存后，准予入市销售。 

3.销售进口食用农产品，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

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可作为质量合格证明文件，销售者能够提供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和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

的，准予入市销售。 

4.具备包装条件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标识等方面必须符

合国家或行业有关农产品质量标志管理规定。 

5.无法提供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的，不得入场销

售。对无法提供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三者中任意

一项的食用农产品要实行入市登记，并进行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

测，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合格的，方可进入市场销售。对不能

提供生猪、牛、羊、禽类等动物产品当批次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的，及分割、包装的畜产品没

有加盖检疫标志的，禁止入市销售。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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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统一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制

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建立健全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要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检验检测、执法监察和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将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监测检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保障食用农

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明确部门职责。农业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种植环节产

地准出的组织实施，水产畜牧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养殖环节产地

准出的组织实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的

组织实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

有效衔接，强化部门间、地区间的协调协作，适时组织开展食用

农产品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联合

惩戒力度，推进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行为。 

（三）落实主体责任。各地要按照《食品安全法》、《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

准入的要求，指导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立自行检测机构或

者督促其开展委托检测，把好食用农产品质量检测关；要指导生

产者完善管理制度、推进标准化生产和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农业

投入品使用行为；要按照《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的要求指导和监督市场开办方和销售者建立食用农产品

入市登记、质量查验、购销台帐、产品检测、信息公示、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退市等制度，严把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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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督导检查。各地要准确掌握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

单位底数，对本辖区实施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农产品生产经营

单位实行清单管理。要加大对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制度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建立工作督查和通报机制，逐级开展定期不定期督

导检查，对落实有力、实施有序、成效明显的，及时总结推广经

验做法；对懒政推责、落实不力、行动拖沓、进展缓慢的予以通

报批评；对因不作为、乱作为导致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单位和个

人，要坚决追究责任，决不姑息迁就。 

（五）形成共治合力。各地要着力开展形式多样、社会广泛

参与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学校、机关、企业和工地食堂向产地

准出把关较严的“三品一标”生产基地、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

等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采购。要强化日常监管与专项整

治、现场检查与监督抽检、稽查执法与刑事司法相结合，协同推

进投诉举报、新闻宣传、信息公开、应急处置等工作，实现协作

联动无缝衔接，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证明 

     2.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凭证（台账） 

3.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自产自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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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证明 
 

出证单位盖章：                              编号： 

产品名称  
数 量

（吨） 

 

生产单位  
采 摘 

日 期 

 

联系人  
生产地址  

电  话  

产品性状  产品包装  

出证依据  依据编号  

发证日期  
经 办 人 

（签 字） 
 

第

二

联

 

由

开

证

方

存

档

 

第

一

联

 

由

购

货

方

作

为

准

入

凭

证

 

 

说明：出证依据包括：检测合格证明、“三品一标”证书、检疫检验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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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凭证（台账） 
 

购货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购货日期： 

供货单位和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该购销凭证可作为台账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6 个月                          

监督投诉电话：12331      ××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制 

 

 

自编条码 品    名 单  位 数  量 单 价（元） 金额（元） 产品来源（产地） 生产日期 备  注 

         

         

         

         

         

第

一

联

 

由

购

货

方

作

为

进

货

凭

证

 

第

二

联

 

由

销

货

者

存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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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农产品自产自销证明 

                                  编号： 

产地：___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______乡镇（街道）_____村 

生产者：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销售地点（市场）：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辖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食用农产品名称 销售数量 

1   

2   

3   

4   

5   

第

二

联

 

由

销

货

者

存

档

 

第

一

联

 

由

购

货

方

作

为

进

货

凭

证

 

村（居）印章：             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本证明要按编号顺序填写，填写项目使用全称，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并加盖

村（居）委会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