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皖农质函〔2021〕1013号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切实做好
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厅属有关单位：

自 2020年 1月上旬在全省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试行工作

以来，各地依据部省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试行方案，压实

责任、积极推进，进一步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在试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试行主体列入名录但

不开具合格证或开证不规范、试行工作推进不平衡、监管力度不

够等问题。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试行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做好我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试行工作通知如下：

一、统一规范使用承诺达标合格证

（一）统一使用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样式。为进一步明确合

格证制度的核心要求与目标，农业农村部将合格证名称由“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调整为“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对合格证参考样式

做了进一步优化，新版样式（见附件 1）主要有以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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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达标内涵。达标内涵即生产过程落实质量安全控制

措施、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上市农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现阶段，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达标主要聚焦不使用禁用农药兽

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方面。

2．突出承诺要义。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承诺证，重点要展示

承诺内容。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参考样式，在“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样式的基础上，调整了承诺内容和基本信息的位置，将承诺

内容放在承诺达标合格证最上端，一目了然。

3．调整承诺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承诺对象是当事人“生产销

售的食用农产品”，并将承诺内容中“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

休药期规定”调整为“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

4．增加承诺依据。增加了可勾选的“委托检测、自我检测、

内部质量控制、自我承诺”4 项承诺依据。生产主体开具承诺达

标合格证时，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或多项。

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参考样式自此文件印发之日起开始使

用。开具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或通过打印方式开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的，要在文件印发之日起 1个月内按要求调整样式。已印制的

原样式空白合格证，可在用完后调整。凡是新印制的，都要使用

新版样式。

（二）规范有效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达标合格证要坚

持“谁生产、谁用药、谁承诺”的原则，由种植养殖者作出承诺，

勾选选项、自主开具，一式两联，一联出具、一联留存备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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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为一年。有条件的生产主体要使用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信息平台结合追溯二维码的“二码合一”的承诺达标合格

证模式，开具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二维码标识上要明确展示“承

诺达标合格证”字样，扫码后的内容中，首先要展示承诺达标合

格证的名称、承诺声明、承诺依据等完整信息，其次再根据需要

展示企业简介、品牌宣传等内容。有关单位在采购快速检测设备、

试纸条、试剂盒等产品时应选择标注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

检测参数产品。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村（社

区）委员会、检测机构、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不能代替种植养殖者

开具。

二、大力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推广使用

（三）加大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力度。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对已试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生产经营主体，指导其规范

开具，在试行品种和批次上实现全覆盖；对试行品种范围内尚未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生产主体，要督促其按要求尽快试行承诺

达标合格证制度，提高试行覆盖率。要将承诺达标合格证与参加

各类展示展销会、参评各类品牌、奖项和项目支持挂钩。将承诺

达标合格证制度纳入食品安全等考核内容，落实监管部门工作责

任。将试行情况纳入国家及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重要内容，

督促国家及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率先落实试行要求。要进一步加

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对接，强化食用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索证索

票，明确将承诺达标合格证作为质量安全合格凭证的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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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生产主体自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之前开具产地证明的，

要尽快转向由生产主体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四）强化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宣传。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定期总结提炼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实施成效，形成典型经验和做

法，开展学习交流。积极运用主流媒体、行业媒体、地方媒体等

多种途径，宣传承诺达标合格证实施成效，展示本地典型经验和

亮点成果，扩大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社会影响力和消费者认可度，

持续营造自觉开具、规范使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监督管理

（五）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

开证生产主体的日常巡查检查，每年对试行主体的巡查要达到全

覆盖，重点检查主体是否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和《农

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试行）》（附件 2），是否

按照要求持续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查看生产主体留存的承

诺达标合格证开证记录，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将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推行纳入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监管服务范围，结合《安徽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

实施意见》（皖农质〔2021〕124 号）要求，以乡镇为单位建立

网格化管理体系，做到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形成由

乡镇到村（社区）再到生产主体的完整、精细、清晰的管理网络，

协助开展日常巡查检查，确保承诺达标合格证试行工作有力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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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六）加强带证农产品监测和问题查处。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加强对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开展质量安全监测，掌握其

质量安全状况。对风险监测中发现的问题要跟进开展监督抽查，

对于承诺合格而抽检不合格的生产主体，要依法重处，同时帮助

种植养殖者查找原因、整改问题。对于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的，要纳入信用管理，实施联合惩戒。

（七）及时掌握试行进展情况。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调

度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情况，及时更新掌握辖区内应实施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生产主体数量和已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的生产主体数量。对于已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生产主

体，要推动实现批批开具。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汇总分析本

辖区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情况，加强合格证试行工作的督促

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公布后，按照法律有关规定抓

好贯彻落实。

2021 年底前，各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开展一次自查，参

照 2020年 7月建立的旧版合格证主体名录，自查列入名录并实

施合格证制度的主体增减情况，是否覆盖本辖区所有农产品生产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自查指导主体安全生产情

况、强化监管等情况。并于 12月 10日前，将各市最新生产主体

名录（名录中生产主体减少的一并说明理由）、自查表（详见附

件 3）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情况总结报送我厅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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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处。推进过程中，鼓励各地将试行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及亮点成效以新闻报道、工作简报等形式报送，我厅将择优推送

农业农村部。

联系人：孙小莉、胡晓红；电话：62666769；邮箱：

ahncpzljg@126.com。

附件：1．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参考样式

2．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试行）

3．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实施情况自查表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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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参考样式

承诺达标合格证

我承诺对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

□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

□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

承诺依据：

□委托检测 □自我检测

□内部质量控制 □自我承诺

———————————————————

产品名称： 数量(重量):

产 地：

生产者盖章或签名：

联系方式：

开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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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

（试行）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

达标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农质发〔2019〕6 号）要

求，生产者应当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试行承诺达标合

格证的生产主体应在严格落实质量控制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具体要求如下。

一、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质量

安全控制要求

（一）内部质量控制人员

1．至少有一名内部质量控制人员负责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

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应当定期接受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熟知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和标准化生产操作规范并积极推

动实施落实。

2．建立质量安全责任制，明确管理人员和重点岗位人员职

责要求，关键岗位生产人员健康证齐全且有效（适用时）；国家

对相关产品生产、加工从业人员有其他要求的应执行国家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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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对内部员工、社员农户等进行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与

技术培训。

（二）产地环境管理

4．产地环境条件应符合相关产品产地环境标准要求，不在

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生产特定农产品。产地周边环境清洁，

无生产及生活废弃物，水源清洁，无对农业生产活动和产地造成

危害或潜在危害的污染源，畜牧业生产主体应建有病死畜禽、污

水、粪便等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且运转有效。水产养殖主

体应开展养殖尾水净化，排放的废水应达到相关排放标准。

（三）质量控制措施和管理制度

5．建立或收集与所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产地环境、

生产过程、收储运等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

准，收集并保存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有效的有关

标准文件。

6．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建立农户名册，包括农户名单、地址、

产品类型、具体种类名称、种植养殖规模等信息；应与合作农户

签署合作协议，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及处罚措施。

7．建立并落实关键环节质量控制措施、人员培训制度、基

地农户管理制度（适用时）、卫生防疫制度和消毒制度（畜牧业

适用）、动物疫病及植物病虫害安全防治制度、投入品管理制度

以及产地环境保护措施等；分户生产的，还应建立农业投入品统

一管理和产品统一销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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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种植、养殖区范围内合适位置明示国家禁用农药兽药、

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清单。

9．产品收获、出栏应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

期规定。

10．建立生产过程记录、销售记录等并存档，生产过程记录

应包括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

日期，动物疫病、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收获、出栏、

屠宰或捕捞日期等信息。生产记录档案至少保存两年。

11．鼓励使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保存记录档案。

（四）农业投入品管理

12．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农业投入品，不购买、使用、贮存国

家禁停用的农业投入品，索取并保存购买凭据等证明资料。

13．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

禁用物质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14．进行自繁种源时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自制或收集的其

他投入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15．配备符合要求的投入品贮存仓库或安全存放的相应设

施，按产品标签规定的贮存条件分类存放，根据要求采用隔离（如

墙、隔板）等方式防止交叉污染，有醒目标记，专人管理。

16．配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农技人员指导员工

规范生产，遵守投入品使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施用器械，适时、

适量、科学合理使用投入品。对变质和过期的投入品做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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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隔离禁用并安全处置。

（五）废弃物和污染物管理

17．设立废弃物存放区，对不同类型废弃物分类存放并按规

定处置，保持清洁。

18．及时收集质量安全不合格产品、病死畜禽、粪便等污染

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条件的应当建立收集点集中安全处理。

（六）产品质量

19．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条件的

生产主体在产品上市前要开展自检或委托检测。

（七）包装和标识

20．包装的农产品应防止机械损伤和二次污染。包装和标识

材料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安全、卫生、环保、无毒，

无挥发性物质产生。

（八）产后处理

21．产后处理和贮藏区域设有有害生物（老鼠、昆虫等）防

范措施，定期对员工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及时清洁和

保养设施设备。

22．使用的防腐剂、保鲜剂、添加剂、消毒剂，应符合国家

强制性规范要求并按规定合理使用、储存，同时做好记录。

23．根据农产品的特点和卫生需要选择适宜的贮藏和运输条

件，必要时应配备保温、冷藏、保鲜等设施。不与农业投入品及

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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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养大户、小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1．应经过一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了解和掌握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及相关标准化生产知识。

2．产地环境条件应符合相关产品产地环境标准要求，不在

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生产特定农产品。产地周边环境清洁，

无生产及生活废弃物，水源清洁，无对农业生产活动和产地造成

危害或潜在危害的污染源。

3．通过正规渠道、在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经销商处采购农

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保留购货凭证，对

投入品实行定点存放，并做好记录。

4．不使用国家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过期的农业投入

品，不使用非法添加物，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等规定。

5．建立生产过程记录并存档，包括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

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日期，收获、出栏、屠宰或捕捞

日期等信息记录。记录档案至少保存两年。

6．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

禁用物质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7．使用符合要求的工具及容器采收、运输、存储农产品，

收获的农产品应与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分开储存。

8．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条件的，

在产品上市前鼓励开展自检或委托检测。

9．包装的农产品应防止机械损伤和二次污染。包装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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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安全、卫生、环保、无毒，

无挥发性物质产生。

10．产品贮运应符合有关规定，有专门的产品贮藏场所，保

持通风、清洁卫生、无异味，并注意防鼠、防潮，不与农业投入

品及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放。

11．农药包装废弃物、质量安全不合格产品、病死畜禽等污

染物应分类收集并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12．使用的防腐剂、保鲜剂、添加剂、消毒剂，应符合国家

强制性规范要求并按规定合理使用、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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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实施情况自查表

填表日期 自查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类别 自查内容 符合性 如何开展工作

1

生产主体

名录建立

情况

是否建立完善的生产主体名录（不是临时的纸张表

格，至少应有专门的管理机制）
□是 □否

2 生产主体名录是否覆盖所有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是 □否

3

所有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生产主体是否均在

生产主体名录中有明确标识，每月统计的开证主体数

量是否准确

□是 □否

4 是否通过生产主体名录开展“双随机”抽查 □是 □否

5 是否建立信息化生产主体名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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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导生产

主体安全

生产情况

是否对开证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和小农户开展生产

指导
□是 □否

7
是否对没有能力自检的家庭农场或农户采取指导帮

扶措施，具体采取怎样的措施
□是 □否

8

强化监管

情况

是否开展辖区内生产主体的安全生产培训，培训的主

体覆盖率为多少
□是 □否

9
是否加强对开证主体的日常巡查，平均多长时间能够

将全部开证主体巡查一次
□是 □否

10
在日常巡查中，是否发现开证主体存在问题，如何处

理
□是 □否

11
是否将带证农产品纳入本级监督抽查计划，占计划总

数比例为多少
□是 □否

12
是否将带证农产品纳入本级风险监测计划，占计划总

数比例为多少（风险监测需区分快检和定量检测）
□是 □否



抄送：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质标中心，安徽农业大学、

省农科院。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 11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