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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建议〔2023〕11 号              签发人：何耀武 

                                         办理结果：A 

 

对市七届人大九次会议第 129 号建议的答复 

 

王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水果类农产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水果的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更关系到我市水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您提出的“政府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

化的葡萄种植基地，定期组织开展农业知识宣传，出台农产品

安全监管政策”等建议，对推进我市水果产业转型升级、促进

农民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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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水果产品安全生产工作，在水果安

全管理和保障水果产品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果品、蔬

菜、林果等规模优势产业，制定下发了《三门峡市特色农业产

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做优做强水果、林果等 6 个特色

产业链，加快业态培育、提升价值链、贯通供应链。围绕生产、

经营、加工体系建立特色产业谱系表，在贯通上下游产业链各

关键环节强化要素保障、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持，形成精准发力、

持续推进、稳步提升、聚链成群的长效落实机制，推动产业集

聚、集群、集约化发展。全市紧紧围绕“调结构、抓重点、转

方式、增收入”的发展思路，不断调大调强调优以苹果为主的

水果产业，水果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稳步提高，配套体系

日益完善，产业链条逐步延伸，比较效益快速增长。主要呈现

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规模大。2022 年，全市果品（果品是水果

和干果的总称）种植面积 250万亩，总产量 27.99亿公斤，苹果

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一。二是品种全。葡萄、苹果、西瓜、红

梨等水果产品品种丰富，且成熟时期不同，保证了市场的充足

供应。三是质量优。一方面，我市所产水果色泽艳、含糖高、

风味浓、品质佳、耐贮运。另一方面，由于加大监管检测力度，

水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灵宝“寺河山”、陕州区

“二仙坡”苹果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称号。

四是品牌强。陕州红梨、陕州石榴等荣获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



 - 3 - 

注册了“灵宝苹果”、“二仙坡”苹果、“天瑞 SOD”、太阳果”

等 30 余个品牌，其中，“灵宝苹果”荣获“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百强”称号，品牌价值达到 186.42 亿元，连年稳居

全国县级苹果品牌第一位；“二仙坡”苹果被评为中国驰名商

标。 

根据您提出的个别水果种植户特别是在葡萄种植方面使用

催红剂、膨大剂、增甜剂等影响食品安全的现象，下一步在强

化水果类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我们将着要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投入品监管。围绕我市近年来监测监管发现问题较

为突出的农产品，深入开展农药使用减量行动，督促指导农产

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生产记录，合理使用

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加强限用农药监

管，实行定点经营、实名购买、购销台账、溯源管理，严历查

处违规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违反国家规定滥用农药的行为，

同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群众的监督作用。 

二、强化风险隐患排查。聚焦问题突出农产品，实施重点监

管，针对水果产品生产基地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农药采

购是否合规、使用是否符合要求、生产记录是否规范，督促指

导生产者严格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针对排查出的风险隐

患和问题线索，及时会商研判、依法处置。积极开展快速检测，

在做好禁用药物抽检基础上，聚焦重点农产品及易超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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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使用的常规药物速测把关，发现问题及时跟进开展监督抽

查，对存在的问题要追根溯源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三、强化标准化生产。坚持优势果品区域发展战略，推进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全面推进水果综合生产

和产业竞争能力。培育和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运作规范、

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推进优势产品向优势企业集中，打造优

势果业群体。大力推广各种新优关键技术，不断提升标准化生

产水平，持续提高优质果率，努力实现产量稳定、质量达标、

标准化生产、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增产增收的目标。 

四、强化品牌认证。品牌是优质农产品的价值所在，加强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和管理，打造三

门峡知名农产品品牌，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重

要手段。积极实施品牌提升行动，继续加大“三品一标”和名

特优新农产品认证力度，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推动我市农业由特色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变。 

五、强化追溯管理。将全市水果生产主体纳入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平台，督促果农按要求上传基地、产品、投入品管理、

农事操作、合格证等相关信息，同时加大果农开具承诺达标合

格证力度，积极推行农产品“合格证+追溯码”上市销售，使水

果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逐步实现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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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收购、贮藏、运输全环节可追溯，实现“源头可追溯、

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六、强化宣传培训。广泛调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技术、执法

等人员，将禁限用农药名录张贴到田间地头。举办培训班、技

术讲座等，加强对农资经营者及水果种植户的法律教育和专业

技术培训，传授正确选药、用药知识，推荐使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推广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引导农资经营者

及水果种植户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增强质量和品牌意识，提

高其鉴别高毒高残留农药能力和科学合理使用农药的水平。 

以上答复，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23 年 7月 5 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 0398-2806123 

联系人：张占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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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选工委（3 份），市政府办人大政协联络科（1

份）。 

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