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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形李作为多数果农的主要收
入来源，其价格涨落是果农最为关心
的问题。如今，嵊州市在打造“果安
钉”应用的基础上，通过“大户带小
户”的方式，推出统管统销这一利好
措施，鼓励引导农业大户收购散户果
蔬进行统一销售，而作为散户，不仅
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工匠精
神”种植桃形李，还打消了对价格涨
落的担忧。

作为桃形李经营大户，嵊州市乐
彤生态家庭农场退伍返乡创业青年
刘阳帅深有感触。虽然他种有 60 多
亩的桃形李，但每年桃形李上市旺
季，广阔的销路还是让他的桃形李供
不应求。因而，他都会向周边农户求
购，但难在“农药残留”等质量把关
上。现在不同了，他只要通过查看果
农“果安钉”上的“绿码”，便可放心收
购。

“我们散户只要有这个‘绿码’，
就再也不用为自家桃形李的销路发
愁了。不仅如此，现代种植也讲求专
业技术和品牌效应，之前没有专业指
导，现在还有‘专人’指导我们种植种
好桃形李，产量也提高了。”果农储雪
英激动地说。

储雪英口中的“专人”便是农技
服务小队。为提升农户参与的积极

性，“果安钉”在“民呼窗”模块引入语
音输入和图片上传功能，方便农技服
务小队快捷有效地为农户提供用肥、
种植、气象、品牌、销售等全方位指
导，从源头减少甚至杜绝末端违法现
象，开创执法为民、监管到位、服务暖
心的良好局面。

今年夏天，全国遭遇罕见高温
天气，不少种植户在“果安钉·民呼
窗”反映急需人工降雨。人民有所
呼，政府有所应，“一支队伍管执法”
第一时间响应群众号召，迅速行动，
于 7 月 13 日、14 日实施人工降雨，降
雨量达 30 多毫米，保障了桃形李的
收成。

自上线以来，“果安钉”平台共审
核果农洒药申请 3328 条，采摘申请
3054 条，处理民情 211 条，帮助果农
增产增收。

“统防统治、统管统销的工作模
式，在解决土地流转问题的同时，还
集聚联合劳动力量，形成了一个开放
式蔬果工厂，让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说。下一步，嵊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致力于将“果安钉”在时令果蔬
领域进行全面推行，以监管赋质、品
牌赋值，加快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

优化管理，实现互利共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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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变革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求解的新命题。

嵊州市坚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运用系统和法治思维，依托“大综合一体化”和“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成果，创新打造“时令蔬果产销监管”平台——“果安钉”数

字化场景应用，并在嵊州市金庭镇就桃形李质量统防统治、销售统管统销等展开试点工作，推动果蔬产业革命，实现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为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县域样板。

据悉，今年 6 月至 8 月，金庭镇已有 2716 户种植户实名注册“果安钉”并使用，农户守法意识普遍增强，上市的桃形李抽检农药残留合格率达 100%，品质明显提

升，带动产业增收1.2亿元。

桃形李是嵊州特有的传统名优
果品，更是金庭镇的主要特色产业，
其果实形状像桃，果肉似李，口感松
脆香甜，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作为嵊州桃形李的发源地和主产区，
目前，金庭镇桃形李种植面积已超
2.5 万亩，年产值达 2 亿多元，果品畅
销省内外各大城市，可谓金庭镇农民
致富的“金果果”。

每年六七月份是桃形李上市的旺
季，然而，个别果农为了抢占市场，在
辖区主干道占道经营，还跟执法人员
玩起了“捉迷藏”。“流动摊贩”屡禁不
止，不仅给在桃形李集中点销售的果
农带来不良影响，还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另外是桃形李“农药残留”问题。
为保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必须
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民心所向，时令果蔬领域迫切需
要制度性重塑。为此，今年 7 月，嵊
州市创新开发“果安钉”，用数字化手
段提升监管、服务、执法水平，助推特
色农产品可持续发展。“这个监管平

台，主要是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农
业农村、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执法力量
整合起来，统防统治、统管统销时令
果蔬的安全生产、合规销售。”嵊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与传
统的管理方式相比，数智监管更精

细、全面，涵盖生产、销售全周期全过
程，助推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品质农业
转型，并在金庭镇率先推行。

“果安钉”平台分“监管户版”和
“种植户版”。其中，“监管户版”设有
审核窗、监管窗、规范窗、执法窗四大

模块；“种植户版”设有我的窗、农事
窗、民呼窗、报备窗、销售窗、信息窗
六大模块，每个模块又细分诸多事
项。“像审核窗，里面有洒药审核、采
摘审核、包装审核等流程，种植户必
须通过该平台‘种植户版’提交喷洒
农药申请，审核通过后才可喷洒。采
摘、包装也同样需要申请。全部通过
审核后，会给一个“绿码”，才能进入
市场销售。此外，工作人员通过‘执
法窗’能及时发现马路上出现的‘流
动摊贩’，第一时间调度相关执法人
员现场执法，确保桃形李规范经营。”
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金庭中队工
作人员陈小芳说。

果农持“绿码”方能销售桃形李
是“果安钉”平台的一大亮点。通过
该平台，确保每一颗进入市场的桃形
李都是没有农药残留的，且每一位果
农的产销信息都能全程追溯，消费者
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里购买、品尝。

“在这里买桃形李，我很放心。”消费
者叶某说。

“绿码”产销，舌尖安全更有保障

“果安钉”应用的高效运转，从根
本上得益于嵊州“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带来的变化。近年来，嵊
州市依托“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成
果，优化组建聚焦果蔬产业的“1+3+

1”专业联合执法队伍，即一支综合行
政执法小队，三支涉及市场、农业、交
通等方面内容的专业执法小队，以及
一支农技服务小队，加强对桃形李生
产质量和销售市场的巡查监督力度。

“执法小队每天通过无人机巡
查的方式对桃形李基地进行全方位
观察，农户也可以通过‘果安钉’举
报反馈问题。”陈小芳介绍，“果安
钉”平台建立生产端、消费端、治理
端，紧盯“洒药、采摘、包装”三大关
键环节，以数字技术促精准联结，以
监管执法促高效治理，对桃形李种
植、生产、销售实施全程监管，形成
闭环机制，倒逼农业转型升级，带动
农民增收。

在生产端，实名注册后的农户
须在“农事录入”模块主动申报洒
药、采摘、包装三大行为。洒药行为
包括农药名称、洒药时间、地点、剂
量等信息，由执法人员线上实时审
核；采摘行为包括采摘时间、地点、
数量等信息，执法人员根据洒药申
请中记录的农药品类及药效期，审
核并规范采摘时间；包装行为主要
是经系统核定为“绿码”的种植户，
可使用羲之牌商标，打响桃形李品
牌知名度。

在治理端，主要对农户申报行为
进行审核，并以绿、黄、红三色赋码。
平台对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全流程
记录和动态赋码，从根本上实现由最
后管结果到全流程闭环管控。如发
现不具备“绿码”的果农销售果子，执
法人员将立即进行现场处理，同时对
场景应用模块上发现问题的果农，相
关人员也将上门阻止并对桃形李作
农药残留检测。

自金庭镇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一支队伍管执法”通过开展联合检
查、联合执法，有效增强“监管+执
法+服务”综合能力，夯实了农产品高
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石。

“法治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
保障。要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先要
从培养诚信、守法的农民开始。我
们旨在通过‘果安钉’应用，倒逼生
产经营主体诚信守法，为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最终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说。

联合执法，夯实营商法治基石联合执法，夯实营商法治基石

“一支队伍管执法”联合执法队“一支队伍管执法”联合执法队

羲之牌桃形李展板

漫山遍野的桃形李进入采摘季

用数字化手段保障桃形李的监管、服务、执法

无人机日常巡查桃形李基地，对农户洒药、施肥、采摘等行为进行监管。

金庭镇华堂村羲之牌桃形李专业市场

（本版图片由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