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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年度报告

区委、区政府：

2021 年，我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关于建设法治政府工

作的部署，认真贯彻落实《武江区 2021 年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要

点》（韶武法治委〔2021〕1 号），进一步提升农业依法行政水

平、增强农业执法能力、深化农业普法宣传，扎实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农业法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我局 2021 年度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区农业农村局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作为重点内容，将学法列入党组会议第一学习议题，开展专

题学习。组织党员干部、中层以上干部系统学习、培训，督促局

属工作人员利用“学习强国”“韶司在线”等平台进行法规学习，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发展

思想，贯彻落实到农业普法和依法治农工作中，提高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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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增强依法履职本领。2021

年国家工作人员普法考试参与率和合格率均为 100%。

（二）深入学习《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15）》。

高度重视纲要的学习工作，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下发各股室，认

真对照要点，及时分解任务，确保全面准确落实纲要精神和要求，

压实责任、狠抓落实。

（三）强化政务公开。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政务公

开栏等公开平台，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条例，从服务社会的理念

入手，及时公开政务信息，有力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

了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我们采取现场咨询，科技下

乡、安全生产月发放宣传资料等开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宣

传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基本知识。发放《农产品安全生产基本知

识》《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

管理规定》《无公害农产品种植手册》《新农药管理条例》等宣

传手册 1500 多份，发放识假辨假、质量安全管理及种养殖技术

等宣传材料，使广大群众增强了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五）开展农产品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

产品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业投入品备案工作，重点排查农

药使用情况，杜绝使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

磷胺等违禁高毒农药。同时，加强对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蔬菜、肉

品、水产品等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风险监测。全区没有发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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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使用违禁高毒农药情况，对检查出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的农产品生产单位及时督促其整改，并进行跟踪质量监督抽检，

聚焦消除问题隐患，加强收贮运环节监管，强化风险防控，确保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安全事件。

（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为加强农资市场

和农业投入品监管，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认真贯彻

《2021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组织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重点加强农药、“瘦肉精”、兽

用抗生素、生猪屠宰监管、水产品、“三鱼两药”生鲜乳违禁物

质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利用农资使用旺季（春、夏），区

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股组织局生产股、区动监所和农机管理总站

等部门在辖区内的龙归、重阳等镇联合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

动，出动执法人员 122 人次，主要针对我辖区内的武江区芳芬农

资店、日有生资门市店、韶关市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田心服务

部、龙归阿唐农药经营部、武江区新宏润农药经营部以及江湾镇

武江区丰源农贸服务门市部等 22 家农资经营店进行检查，重点

是打击生产、经营和使用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行为，强化高毒农

药源头管理，加强农药残留监测，加强除草剂的管控，规范农药

使用行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二是加

强执法检查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我局执法人员针

对实行定点屠宰的区域、易发生私屠滥宰的地区等重点区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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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主动查处与群众举报相结合、定期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等方

式，加强对高发时段和地域的巡查，严厉查处私屠滥宰、生产销

售病害或注水猪肉的行为。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 73 人次，

整治捣毁 2 处私宰窝点，严厉了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

（七）强化日常监管，筑牢安全防线。一是加强日常巡查指

导。区监管人员及镇相关工作人员每季度不定期对各农资经营主

体、生产经营主体、畜禽养殖户等进行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指导农业

生产主体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农业投入品使

用等行为，进一步强化生产企业守法和树立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

意识。二是加大农产品质量日常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力度。重点

对蔬菜瓜果基地农药残留、畜禽养殖基地及屠宰企业瘦肉精、水

产品孔雀石绿等违禁药物进行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2021 年全

年共检测 2519 批次，一是快速检测 2402 批次，合格率 100%。

二是对农产品质量进行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共抽检 117 批次，

其中种植产品 78 批次（包含蔬菜 44 批次、水果产品 29 批次、

其他产品 5 批次），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 100%；畜禽产品 32 批

次，氯霉素、β-受体激动剂（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

胺）检测合格率 100%；水产品 6 个批次，呋喃唑酮、呋喃西林、

孔雀石绿、结晶紫等检测合格率 100%；新鲜乳 1 批次，三聚氢

氨、黄曲霉素等检测合格率 100%。此外，开展监督抽查 33 批次，

其中蔬菜产品 9 批次、猪肝产品 3 批次、禽肉 17 批次、禽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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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水产品 2 批次，检测合格率 100%，切实保证了上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

二、存在问题

（一）农业生产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经营分散，规模化、

产业化、标准化程度较低，地域流通性强，监管工作范围广、难

度大，存在薄弱环节和盲区。

（二）机构不健全，监管难度大。没有专门监管机构和编制

人员，目前乡镇只是挂靠相关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人员少、工

作量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工作难度大。

（三）农业系统法律法规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对农业法律

法规的宣教工作有待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明确我局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

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召开专题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每年制定法治农业建设工作要点，对重点工作作出

具体部署。

（二）加强法治教育培训。执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组

织动员我局干部参加年度学法用法网上考试，促进学法用法工作

规范化、常态化。

（三）进一步落实信息公开等工作制度。加大政府信息公开

力度，探索增加信息公开范围和公开渠道。

（四）建立和完善农安全产品质量监管的长效机制。逐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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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准出准入、质量追溯、包装标识等。

（五）加大执法巡查力度。继续深化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整治，积极开展农资产品、“瘦肉精”专项整治等行动，不断

加大巡查力度，完善制度，健全机制，逐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

（六）“谁执法谁普法”工作。一是明确普法宣传内容。结

合我单位实际情况，明确普法宣传教育内容，针对群众关心的内

容制定宣传计划，至少每个季度举行一次专项的普法宣传教育活

动，真正落实普法责任制。二是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充分运用社

会上各类宣传阵地和设施，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新的公共场所开展

普法工作。三是建立强有力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对认真完成任务、

成绩突出的干部进行适当的表彰和奖励，进一步加大普法的组织

保障、人员保障和经费保障力度，使普法工作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抓出成效。

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12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