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镇人民政府、万福店农场，各风景名胜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县政府各部门：

《随县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 1月 13日

随县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县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工作，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保障粮食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随县行政区域内超标粮食的监测、收购、储存、处置及监

督检查等活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超标粮食，是指重金属、真菌

毒素、农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限量要求

的稻谷、小麦原粮。



第三条 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坚持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粮食食品安全

的原则，坚持依法依规处置监管和粮食资源最大利用的原则，坚持标本

兼治的原则。

第四条 根据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

要求，县人民政府履行超标粮食收购处置主体责任，对本地超标粮食的

监测、收购、储存、处置、资金保障、舆情引导等负责；通过引导种粮

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休耕轮作、修复污染耕地等方式，进行超标粮食源

头治理。

县发改局牵头组织全县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办法的实施，督促检查政

策执行情况。县财政局负责落实超标粮食处置亏损补助。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超标粮食生产环节的监督管理，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推广科学种植

技术等手段，从源头上减少超标粮食的产生。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监

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随县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单

位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耕地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县公安局按照职责做好相

关工作。农发行随州市分行负责根据相关信贷政策及时足额安排超标粮

食收购所需贷款，并对发放的资金实施信贷监管。

第五条 超标粮食收购企业、超标粮食处置企业(包括粮食和食品加

工企业、饲料加工企业、酒精加工企业、养殖企业等)承担食品安全、

饲料安全等企业主体责任。



第二章 监测和检验

第六条 加强粮食产后质量监测。县发改局负责粮食收购、储存、

销售出库环节的监测。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负

责相关环节的风险监测和评估。充分发挥各级检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

超标粮食的监测、检验。

第七条 监测内容包括:粮食重金属、真菌毒素、农药残留等主要食

品安全指标。

第八条 县发改局应引导粮食收购企业配备必要的快速检测设备,

推进超标粮食收购检验把关,压实企业粮食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第九条 县发改、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和检测机

构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通报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信息。若辖区

内发现超标粮食,由县发改局组织分析评估,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及时

报告县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章 收购

第十条 县人民政府根据辖区内超标粮食污染类别、危害程度等，

决定实施超标粮食收购或其他措施，确定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具体实施方

案，公开收购的执行时间、收购库点、质量标准、收购价格等。超标粮

食拟收购数量和价格，经县人民政府确认，市发改部门汇总后，报省粮



食局、省财政厅、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备案。所确认的超标粮食收购数量

和价格，作为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发放省级调控贷款的依据。

第十一条 超标粮食收购价格由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不出现

农民“卖粮难”、保障农民合理收益和质价相宜的原则确定。

第十二条 县人民政府委托辖区内随县国家粮食储备库作为超标粮

食唯一收购企业并承贷，承担超标粮食收购任务。

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拥有与收购处置储存业务相适应的仓容、检验设备（含必检

食品安全指标快检设备）、人员等条件；

（三）在当地农发行开户，具备农发行贷款资格，接受农发行信贷

监管，并执行农发行结算方面的有关规定；

（四）企业、企业法人代表无不良信用记录。

非委托收购企业自行收购超标粮食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规定进行收购、储

存、销售、处理，由企业承担质量安全责任和经济风险。

第十三条 收购资金（含收购价款和合理收购费用）通过农发行随

州市分行信用贷款解决，农发行按照信贷政策保证超标粮食收购所需资



金，并加强资金使用监管。贷款前委托收购企业应持有县人民政府或县

人民政府授权有关部门出具的超标粮食财政补贴文件，明确超标粮食贷

款利息、保管费用、销售价差等各项补贴的补贴方式和资金来源，落实

贷款风险责任。委托收购企业要确保超标粮食数量真实、质价相符、资

金安全、储存安全，不得将超标粮食进行抵押质押、清偿债务，在收购、

储存、销售超标粮食过程中做到库贷挂钩，销售结束后及时归还贷款本

息。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关规定督促县财政局及时足额弥补亏损占用贷款。

第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宣传超标

粮食收购政策，规范收购操作程序，在显著位置张贴质价公告，及时结

算售粮款，不得压价收购，不得向农民“打白条”。要采取措施对售粮

对象的超标粮食来源进行甄别。

第十五条 收购结束后，入库的超标粮食由县发改、财政等部门会

同农发行随州市分行共同组织验收，质量、食品安全情况由具备相应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验收结果逐级上报至省粮食局、省财政厅、农

发行湖北省分行备案。

第十六条 收购处置超标粮食仅限随县地域范围内产出的超标粮食，

依据国家规定质量等级标准，在县政府规定时限内开展收购。收购的超

标粮食实行专仓储存、专账记录、专人保管。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应

加强粮食储存安全管理，因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由企业负责。



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应当建立超标粮食管理档案，详细记录收购、

扦样、检验、储存、销售等信息，档案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

第四章 处置

第十七条 超标粮食实行分类定向处置。处置前，经检验符合饲料

用粮标准的，按照饲料用粮或非食用工业用粮处置；经检验符合工业用

粮标准的，按照非食用工业用粮处置；经检验无以上使用价值的，进行

无害化处置。重金属超标稻谷可参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处置。超标粮食

处置原则上应在收购结束后 1年内完成。超标粮食出库前，贷款企业需

向贷款行履行出库报告义务。

第十八条 超标粮食原则上采取定向竞价销售等方式处置。超标粮

食的销售时间、销售价格、销售方式等由县人民政府或县人民政府授权

发改、财政等部门确定。销售时，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提供有效食品

安全指标检验报告，在销售合同、发票、出库凭证中注明用途，不得改

变用途销售超标粮食。

第十九条 县发改局应组织有关部门，对参与处置（购买）企业的

有关经营资质、处理能力等条件进行审核把关，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企

业不得参与处置。参与超标粮食处置的企业应向所在地、收购地发改部

门出具承诺书。承诺内容包括：购买的粮食按规定进行运输、储存、加

工和销售，只限于生产自用，不改变用途，不转让倒卖，不在其他企业



代储、代加工；自觉接受有关职能部门的全程监管，保证处置后的上市

产品符合有关标准、入市渠道符合有关要求；对销售产品的质量安全负

责等。

第二十条 县发改局负责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出库（指超标粮食

出库至生产加工等企业入库的全过程）环节的监管。处置企业在超标粮

食收购地县域范围内的，县发改局应将超标粮食处置有关情况及时告知

当地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处置企业不在超标粮食收购地

县域范围内的，县发改局应将有关情况及时函告处置企业所在地发改部

门，处置企业所在地发改部门应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当地市场监管、农

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职责监管处置企业按规定用

途处置超标粮食，确保超标粮食处置“全程监管、无缝对接”。相关部

门发现问题应及时依法依规处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处置企业应在超标粮食入库前，至少提前 3个工作日

向所在地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报告，自觉接受监管。处置企业对超标

粮食处置后的产品，应按产品出库销售的有关规定进行逐批次检验，检

验合格后方可销售。在超标粮食全部处置完成后 1周内，处置企业应将

处置情况向所在地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报告。处置企业必须按照质量

可追溯要求，建立超标粮食处置各环节的管理档案，档案资料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 5年。

第二十二条 超标粮食的收购处置费用（含价差亏损、利息、收购

费等）由县人民政府负责，有关费用标准可参照地方储备粮等政策性粮



食相关规定执行。出现亏损的，从当地结余的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不

足部分由县级财政列入预算或从其他渠道统筹解决。

第二十三条 县人民政府将积极向上争取因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发生

亏损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价亏补助，县发改和财政部门应根据鄂政办函

〔2019〕50号文件履行各自职能争取资金补贴。

第二十四条 县发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在超标粮食收购、

储存、销售以及后续处置过程中，应对有关企业加强监管，坚决杜绝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坚决杜绝不符合饲料卫生标准

的粮食流入饲料市场。

第二十五条 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发生亏损后，县财政、发改部门将

有关资料于次年一季度前，联合向省财政厅、省粮食局申报、审核，积

极争取粮食流通产业发展资金弥补。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县发改、财政、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及农发行随州市

分行等部门、单位按照各自职责，监督检查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处

置企业、检验机构是否存在下列行为：

（一）未经审核批准擅自处置或移动超标粮食；



（二）挤占、截留、挪用超标粮食贷款资金（含贷款利息）或销售

货款；

（三）不按规定建立超标粮食收购、入库质量档案；

（四）擅自转让或改变超标粮食用途；

（五）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产品，导致其流入口粮或

食品市场；

（六）销售不符合饲料卫生标准的产品；

（七）承担超标粮食相关收储、销售、转化处置过程中检验任务的

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八）拒不接受有关职能部门的全程监管；

（九）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过程中，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

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涉嫌违法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八条 全县各有关部门、单位及超标粮食委托收购企业、处

置企业应严格按照保密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发改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