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东莞市政协十三届六次
会议第 20210291号提案答复的函

项子涵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建设的建议》（第 20210291

号）提案收悉。经综合市市场监管局和市商务局的意见，现答复如

下：

一、农产品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情况和成效

近年来，为加强生产和屠宰管理，全面掌握辖区农产品生产和

屠宰经营对象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状况，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生产经营技术指导、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等，市农业农村局十分重视

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根据全市农业生产实际，先后建设三大产业相

对独立的多个平台，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立足部门职能，根据

管理需要建设和运行相应的数字管理平台，全市农产品全链条管理

和服务步入了信息化的快车道。

（一）生产（屠宰）环节，构建了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三

类信息化管理平台

一是在全省率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控追溯信息系统。

该系统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督所于 2006年建成启用，完成升

级改造后，将全市蔬菜、水果、豆芽、食用菌等种植户和农产品生

产企业、合作社等纳入监管范围，在全省率先实现对个体农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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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电子化动态监管。推行网格化管理，以村（社区）为基本

网格单元，建立农产品监管网格单位 300多个，并开发农产品质量

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块，推行“东莞农监”手机 APP移动监管，实

时记录抽样检测和巡查工作情况数据信息。市镇两级共有约 200名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注册使用该系统。利用该系统的手机 APP可

进行操作登记，自动关联种植户信息、自动定位抽样位置、自动生

成操作记录和工作轨迹，还能通过后台网页端自动生成和打印抽样

工作单、样本标签和付费单等，全程实现电子化操作。截至目前，

已将全市约 550个蔬菜水果生产基地、50多个蔬菜水果食用菌种植

企业（合作社）、65个豆芽生产作坊，以及约 7000多户种植散户纳

入了系统进行监管。

二是建成运行水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管理系统。系统主要包括质

量安全检测管理、质量安全追溯、实时监控、养殖动态管理、水产

苗种产地检疫管理、视频监控、移动监管等 7个子系统，涉及水产

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各个方面。收录全市 800多个养殖户姓名、联系

方式等基本信息，生产地点、面积、品种等信息，政府部门检测监

管、执法记录等信息。其中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系统用于市镇

两级日常抽检记录，通过 GPS定位确定养殖场位置，抽检时及时录

入抽检的品种、数量，以及检测情况等。

三是建成运行动物卫生监督系统和动物疫病监控系统。动物卫

生监督系统主要监测屠宰（养殖）场生猪、牛、羊“瘦肉精”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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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动物调运检疫证书和肉品质量安全，配备了动物卫生远程视

频系统和动物卫生风险分析系统等，通过该系统实现了对全市每年

300多万头牲畜的卫生监测和追溯管理。动物疫病监控系统以全市

动物疫病防控为主，全程掌握从生产到市场的疫病防控基本情况，

分析疫病发生、分布、种类、防疫等，通过该系统，每年全市禽类

防疫近 1亿羽。

四是大力推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和广东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国家和省十分重视农产品追溯管理，近年建设运

行的两个平台对企业、合作社及规模生产经营者的产品入市提供了

追溯依据和便利。其中以“合格证”管理为核心的“产地准出市场准

入”机制进一步得以完善。截至目前，通过这些平台，全市 249家农

产品生产主体应用合格证制度，产品主要是蔬菜和荔枝等，开具“合

格证”5万多张，用证产品达 2万多吨。有 43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合

作社）在国家追溯平台登记注册，对 418批次，共约 800多吨农产

品开展追溯管理。2021年后，全市通过国家和省数字平台实现溯源

管理的产品将大幅增加。此外，我市根据种养散户多，散户产品无

标识、无包装、无品牌的情况，推行种养散户“信息卡”制度，通过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控追溯信息系统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管理

系统，开发“一户一卡一码”的追溯管理模式，强化了全市三大产业

约 7000多个散户产品的溯源管理。

（二）市场环节，建成运行农产品追溯、冷链食品追溯、“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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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

一是 2020 年 7 月，市市场监管局选定了市内最大的水产品批

发市场富绅水产交易市场为试点推广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市场，与软

件开发公司签订《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用农产品溯源系统建设

推进服务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安排 37.75万元经费进行系

统开发建设。目前，市场内经营户的电子秤全部实现了升级，已有

223台进行升级，34家经营户已配蓝牙打印机。溯源二维码也发给

了市场。市场内在营商户信息均已录入系统，并上传身份信息、营

业执照、安全承诺书、档口图片和二维码，每天有近半内商户能够

及时录入进货和销售情况。

二是建设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我市进口冻库全面推广使用广东

省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简称“冷库通”），该系统整合了

产品溯源、核酸检测、成品消毒、检验检疫证明等“一单三证”信息，

通过靶向监管进行产品类型、品种、生产批号、原产国、原产国生

产企业注册号、入境货物检疫证号、供应商名称、联系人、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等进行多纬度筛选。出入库台账可以清晰了解委托方企

业、贮存冷库、入库商品信息、上游供货商及下游收货方信息，真

正实现产品可追溯。形成了“全覆盖管控、全链条管理、全过程溯源”

的进口冷链食品闭环管理体系。对我市进口冷链食品的追溯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目前，全市累计已上报冷库 1283个，入库单数 42070，

较上期新增 4.16%，出库单数 110738条。冷库智慧监管方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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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了大岭山 4家冻库、凤岗镇 3家冻库进行试点，系统建设主要

思路是在冷库前端安装摄像头和边缘分析设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识别冷库现场人员搬运货物出入库活动、入库货物数量信息、运输

车辆车牌、人员防护措施等信息，并接入“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

管平台，系统自动比对捕捉到的现场活动信息与冷库通录入的产品

出入库信息，多角度验证冷库产品出入库信息；对异常情况分类别

自动即时向经营者发出警示或向监管人员推送预警。

三是“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系统，已覆盖全市各类学校

食堂。该平台整合了市场监管、教育部门、智网工程等现有资源，

通过 AI 技术，实现自动化采集视频信息及其加工操作管理、食材

供应管理、岗位人员管理等 483个节点的数据信息，覆盖餐饮环节

监督所要求的 43 个关键要点。已累计归集各类基础建档信息 4.41

万条、过程管理信息 38.40 万条、食材采购信息 10.67 万条、预警

信息 6.39 万条，充分发挥了智慧监管的威力，实现“变随机监管为

精准监管、人工监管为系统监控和部门监管为社会共治”的三转变。

（三）流通环节，建成运行肉菜追溯管理平台

按照省商务厅的要求和部署，市商务局按计划建设市级肉菜追

溯管理平台，开发东莞市肉类蔬菜追溯管理平台，向上与省平台对

接，向下与追溯节点企业追溯系统对接，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上

报数据到省平台，目前，我市肉菜追溯管理城市平台基本建设完成，

实现与省平台的对接。主要完成了批发市场、屠宰企业、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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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卖场、团体采购等五类项目的建设。试点企业为东莞市菜篮子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东莞市中心定点屠宰场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润丰果菜有限公司、东莞市鑫鑫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

市厚街华星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东莞市

水墨田园餐饮有限公司、夏晖物流（东莞）有限公司、东莞市长安

食品公司，其中，东莞市中心定点屠宰场负责莞城、南城、东城万

江以及周边 7个镇街的全部猪肉供应。截止 2020年 11月底，我市

平台现有备案主体企业 41家，自然人备案 3451个，包括 1个批发

市场、4个屠宰企业、3个配送中心、1个超市卖场、32个团体采购。

实现了与省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的对接，各项数据报送平稳，月

均传输数据量达 10万条以上，累计报送数据 213万余条，排名位居

全省前五。

二、下一步工作重点

当前，我市农产品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包

括：一是农产品管理有线长、面广、种类多、部门多等特点，行业

多、环节多，信息系统管理的侧重点不同，国家尚无正式法规文件

支撑，见一步行一步，各自建设、信息联通、共享共建的情况比较

明显。二是现有平台众多，存在投入和运维资金大，整合困难的情

况。

下来，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开展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建设的调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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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平台建设是一个大课题、大项目，在考虑整合、联通、共享现

行众多运行的网络平台的同时，应从更高的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力

求农产品追溯管理实现从田头到餐桌“一网打尽”，达到效率、节约

的最佳效果。

二是立足当前，进一步优化现有各部门、各行业数字平台，进

一步优化网络政务管理功能，进一步强化网络服务群众功能，使政

务管理和社会服务得到更好的统一，充分发挥平台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大作用。例如，将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系统应用工

作纳入 2021年全市食安考核及对教育系统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内容，

推动餐饮环节重点业态“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的全面应用。持

续推动全市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大型餐饮单位、大型企

业食堂、养老机构食堂等环节重点业态的“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

管应用建设。

三是打破部门壁垒，充分实现数字平台的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在现有条件下，努力避免信息孤岛的现象，推动农产品管理信息的

互联互通。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

务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 7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