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委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2022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2022 年，以全市“春雷”行动、“零点”行动、“砺剑”

行动、“清源”行动、“红牌”行动五大专项行动为统领，推进

全区农业行政执法办案取得新实效，全年办理农业执法案件 59

件（其中简易程序 12 件），罚没款合计 36.38余万元。

（一）法制保障持续提升。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办理的 59 件行政处罚决定全部在区政府网上公示，全面落实文

字、影像记录等方式对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

理等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4 件重大或者复杂的行政执法决定全

部开展法制审核，并经委主任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开展执

法规范化建设，印发《渝北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系列制度汇编》

共 22 项 150 页；选送 8 名执法骨干参加总队组织的封闭式、半

军事化培训，派出 6 名业务能手参加区县交流互学会，17 名执

法人员全部参加区级法制培训并经考核合格；配齐“慧执法”移

动执法终端 17 部、执法记录仪 17 部、笔记本电脑 10 台、便携

式打印机 5 台、红外夜视仪 1 部等执法装备，有效提升执法办案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开展案卷评查，报送的 43 件执法案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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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合格，其中 2 件执法案件被市农业农村委评为典型案例，同时

对查找出的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不够全面、具体，内容表述

不够规范、准确，引用法律法规表述不规范，收件人不符合规定

等 5 种情况逐一整改落实；实施执法信息化管理，全面推行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慧执法”平台系统，共登记处置农业违法线索

55 条，登记处置率 100%，开展检查 458 次，检查对象 193户，

抽查产品 568 个，发现问题 62 个，全部执法检查、线索登记、

案件办理通过“慧执法”平台系统进行；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示范区、“双随

机、一公开”、两法衔接、以案促改、柔性执法等一系列法制工

作。

（二）安全监管持续加强。以农业投入品经营市场、农产品

生产企业的主体资质、制假售假、进销台账、安全管理、生产记

录等为重点，持续强化农资市场监管，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全年开展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检查 148 家

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样品 253个、农资样品 20 个，

立案查处农业违法案件 9 起，结案 9 起，罚款 2.598万元。以“四

棵菜、三条鱼、一枚蛋、一只鸡”等 11个重点治理品种为重点，

把有不良记录的生产经营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抽检，

完成本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样品 252 个，检出不合格样品

3 个，完成市级农产品抽检 49 个，对 3 个不合格农产品全部立

案办理并给予行政处罚，有效震慑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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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监督执法有力推进。2022 年共检查兽药经营、

动物诊疗、屠宰等各项企业 42 个次，出动执法人员 137 人次；

对 9 个经营企业开展抽样 21 个，其中宠物饲料 9 个、兽药 12 个；

开展双随机检查企业 14 个；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先后 3 次对城区活禽交易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对市场监管部门通

报的 3 起猪肉产品抽检不合格情况，及时组织执法调查，并将有

关线索移交给新疆、云南、贵州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托渝北

大湾检查站关口，持续加强对 G65 高速路卡口的巡逻检查，针

对动物调运环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派出执法人员 68 人次，检

查 23 次，办理案件 2 起，有效震慑违法人员。通过不断净化动

物运输市场，2020 年到 2022 年连续三年动物调运违法行为逐年

递减，守好了重庆主城北大门。

（四）长江禁捕退捕成效明显。开展“中国渔政亮剑 2022”

系列专项执法行动、“零点行动”“三清行动”等专项行动，与

相邻区、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禁捕巡航巡查执法行动 23 次，出动

执法人员 1000 余人次，累计劝离、制止、处理违规垂钓人员 1000

余人次，查办涉渔违法案件 17 件 29人，行政罚款 6 万元，协助

公安机关查办非法捕捞案件 3 件，区公安分局侦办非法捕捞案件

20 件，移送起诉 20人，牵头侦办涉渔犯罪“捕、运、销”链条

大案 1 件涉案人员 70 余人。指导 6 个主要涉渔镇街组建渔政协

助巡护队伍，建成渔政执法 AI 预警处置系统， 60 个高清监控

探头投入运行，实现长江、嘉陵江全覆盖，御临河、东河、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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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多发水域重点布设，通过系统预警成功查获鱼叉捕鱼、

电捕鱼案 3 起，处置违规垂钓行为 400 余起，“人防+技防”护

渔监管成效显著。结合实际广泛调研出台符合区情的打击非法捕

捞奖励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打击非法捕捞，全年收

到有效举报协查线索 93 条，收缴处置电鱼器 41 套、武斗杆 12

套、“三无”船舶 13艘、网具 53 张，查办案件 80%来源于此渠

道，已按季度核实发放奖励资金 10.22万元。2022 年我区 146名

退捕渔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龄领待率、转产转业率 100%，就

业 93 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53人，为 98 名符合享受 2022 年度养

老保险缴费补贴的退捕渔民落实补贴 29.625 万元，退捕渔民养

老保险缴费补贴应发尽发。

（五）变型拖拉机清零有序推进。统计全区外籍变拖协查甄

别率达 100%，实现与公安部门牌证核查需求无缝对接。开展常

态化变拖巡查 41 次，与公安交巡警支队协同镇街开展联合执法

整治 4 次，收缴变拖假牌假证 27 副。指导督促各镇街开展变拖

清零工作，2022 年清零外籍变拖 238台，清零总量达到 528 台，

清零率为 74%。

（六）秸秆禁烧执法取得新突破。预防极端高温火灾风险和

环境污染，全年开展秸秆露天焚烧执法巡查 25 次，制止露天焚

烧行为 17起，其中焚烧秸秆 10 起，办理露天焚烧秸秆一般程序

案件 3 件，发挥了较好的宣传震慑效果。

二、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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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少事多的矛盾突出。随着农业农村板块的扩大，相

应的业务急剧上升（如宅基地执法），加上部分新兴行业快速发

展（如宠物市场），现有编制人员难以做好监管工作，建议加快

推进乡镇执法赋权，将部分执法事项交与乡镇执法力量处置，解

决区级执法力量吃不下和乡镇执法力量吃不饱的问题。

（二）部分工作职能职责不清。2022 年以来，区市场监管

局多次表示根据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禁止活禽宰杀工作应

该由区农业农村委牵头办理，我委在积极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该项工作的同时，并未承担牵头工作，建议市级层面明确具体的

工作职责，便于基层操作。

（三）经营主体素质跟不上发展要求。通过平时检查发现，

目前在农村经营农资门店的营业主体多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对规范农资经营的法律条款、行业要求、技术标准都不能很好的

掌握，个别从业者连基本的台账记录都不能完成，不能适应目前

农业行业要求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建议畅通离场机制，让不能者

退出、能者继续。

（四）垂钓管理难度大。随着禁捕成果显现，垂钓人员增量

明显，且禁捕水域点多面广线长，垂钓管理中不理解、不配合的

情况时有发生，建议出台文件明确护渔人员前期对违规垂钓渔具

暂存权，解除护渔人员开展垂钓管理制止难和被举报处理的风

险。

三、2023 年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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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开展法制培训。组织执法人员持续培训的同时，

适时组织各类经营主进行培训，主要培训《动物防疫法》《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及修订内容，切实做

到“谁执法、谁普法”。

（二）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对全区农业投入品经

营市场、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重点加强对养殖环节的监管，

着重检查使用环节中农兽药残留超标、兽用抗菌药滥用、未执行

农药间隔期、兽药休药期等行为。

（三）提高禁渔执法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智慧渔政视频

AI 预警处置系统建设，督促相关镇街巡护工作队尽职履责，三

级禁捕管理网格体系切实发挥作用，实现重点水域人防技防并

重，推动形成“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禁捕氛围。

（四）深化变拖清零行动和农机安全检查。2023 年变拖实

现清零目标，农田作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管理更规范，不发生

农机事故。

（五）钻研宅基地办案规范。全面掌握宅基地违法基本情况，

查办恶意超占超建行为。同时，抓好重点时段秸秆执法宣传和检

查。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