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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细则由 “吉林品牌国际认证联盟”（简称联盟）组织制定、发布,版权归所有。联盟内成员根据

本机构的资质情况备案后使用,联盟外的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联盟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

使用。 

本细则由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细则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陶希三、李成、刘磊、薛艳军、王健美、郭阿娜、薄茹。 

本细则为第一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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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细则基于“吉致吉品”认证的品牌质量与信誉保证制定，规定了“吉致吉品”蓝莓认证的要求和

程序。 

本细则与《“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通则》《“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 农业领域》《“吉致吉品”

蓝莓》等标准和要求配套使用。 

本细则与认证机构公正性、保密、认证变更管理等公开文件共同实施。认证委托人应确保获证产品

能够持续符合本规则要求。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本细则将

进及时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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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致吉品"蓝莓认证实施细则 

1 目的和范围 

为规范“吉致吉品”认证活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和

《国家认监委关于认证规则备案的公告》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规定了从事“吉致吉品”认证的认证机构实施“吉致吉品”认证活动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

要求。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在吉林省境内的认证委托人从事“吉致吉品”认证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

遵守本细则的规定。 

遵守本细则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可免除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2 认证依据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通则》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 农业领域》 

《“吉致吉品”蓝莓》 

《"吉致吉品" 蓝莓认证实施细则》 

3 认证模式 

申请材料确认 + 现场检查评估 + 产品质量检测 + 颁证 + 获证后监督。 

4 认证机构要求 

从事“吉致吉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a)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的条件和从事绿色、有机产品认证、GAP 认证、

ISO9001/ISO14001/ISO22000/HACCP等相关资质之一； 

b) 具备从事“吉致吉品”认证的技术能力。 

5 认证人员要求 

从事“吉致吉品”认证的检查员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一项资质： 

a) 有机产品认证检查员； 

b) 绿色产品认证检查员； 

c) GAP认证检查员； 

d)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 

e) HACCP体系审核员。 

检查员和其他认证人员应接受《“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通则》《“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 农

业领域》《“吉致吉品”红参》及本实施细则相关要求的培训。 

联盟成员不得将是否获得认证与检查员及其他人员的薪酬挂钩 

6 认证程序 

认证申请 

6.1.1 认证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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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在吉林省境内从事蓝莓生产的组织或单位； 

b) 整个生产过程均应符合《“吉致吉品”品牌认证通则》《“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 农业领域》

《“吉致吉品” 蓝莓》及本细则的要求。  

6.1.2 申请条件及材料 

6.1.2.1 申请条件 

6.1.2.1.1 基本条件 

申请“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的组织或单位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具备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组织或单位经营状况良好； 

b) 拥有自主品牌，产品品牌的商标应注册登记； 

c) 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质量水平较高； 

d) 具有产品质量标准、检验和认证基础。 

6.1.2.1.2 优先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组织或单位，认证时应优先考虑： 

a) 获得过省部级或国家级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荣誉称号或奖励； 

b) 获得过政府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评价或认证（登记）（如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 

c) 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 

d) 主导制（修）订与申请认证产品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国际标准； 

e) 产品所在生产区域为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各产业园区、示范区等； 

f) 产品具有吉林省特色及区域资源优势； 

g) 产品文化特色突出、文化底蕴深厚。 

6.1.2.1.3 否决条件 

发生以下问题之一的组织或单位，不予进行认证： 

a) 被管理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b) 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发生质量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 

c) 有侵犯知识产权、偷税漏税骗税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记录； 

d) 近 3 年有重大、群体性安全事故，超标排放和噪音、水资源及空气等严重污染环境以及食品

安全问题发生。 

6.1.2.2 申请材料 

申请“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的组织或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a) 申请表（包含组织名称、注册地址、运营/生产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所属地区、法定代

表人、网址、联系人、职务、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申请范围、申请认证标准、申请认证的

类型等信息）； 

b)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质量管理人员名单； 

c) 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商标注册证明、其他行政许可性文件； 

d) 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e) 生产经营场地及基地合法使用土地的有效证明文件，如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买卖或

租赁合同以及基地示意图、平面图；  

f) 种植等初加工过程中遵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清单，主要设备清单和检

验设备清单； 

g) 生产工艺或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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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手册和程序等体系文件； 

i) 产品描述+自我承诺； 

j) 核心产品专利、省级荣誉称号或奖励(适用时)； 

k) 基地投入品使用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承诺不用的投入品清单、基地使用的投入品清单及肥

料、饲料、用药等使用情况的记录）； 

l) 产品认证证书（适用时）； 

m) 产品检验报告和水质检验报告（适用时）； 

n) 环境监测报告（适用时），种植企业需要提供灌溉水检测报告和土壤检测报告； 

o) 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合格供方名录； 

p) 提供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比例同比增长的证据（适用时）； 

q) 质量诚信与社会责任方面相关证明材料； 

r) 自评报告。 

申请受理 

6.2.1 认证机构受理认证申请应满足下列条件： 

a) 认证委托人及其委托生产方生产的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和所在地的地方政策

要求； 

b) 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的认证证书在一年内未因本细则 7.5所列情形被撤销； 

c) 认证委托人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d) 对符合申请受理条件且申请材料符合 6.1.2 要求的认证委托人，认证机构应根据“吉致吉品”

产品认证依据、程序等要求，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提交的申请文件和资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保存审查记录。如不受理，应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6.2.2 对于受理的申请，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人签订认证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现场检查准备 

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方约定双方在认证检查实施各环节的相关责任和安排，并根据认证委托方实

际管理情况，按照本细则的要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方。 

6.3.1 检查组 

6.3.1.1 认证机构应根据所申请产品的认证范围委派具有相应能力的检查员组成检查组。检查人员数

量根据委托人规模确定，不得 1人成组。 

6.3.1.2 认证机构委派检查员应征得受检查方同意，但受检查方不得指定检查员，对同一认证委托人

不能连续 3 年以上（含 3 年）委派同一检查员实施检查。 

6.3.2 检查委托 

认证机构在现场检查前向检查组下达检查任务书，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检查依据，包括认证标准、认证实施细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b) 检查范围，包括检查的产品种类、生产基地等； 

c) 检查类型和目的； 

d) 检查组组长和成员，计划实施检查的时间； 

e) 上年度认证机构提出的不符合项及整改情况（适用时）。 

6.3.3 检查计划 

6.3.3.1 检查组应制定书面的检查计划，认证机构批准后交认证委托人确认。检查组长应在现场检查

前 5 个工作日将检查计划发给受检查方确认，如受检查方有不同意见及合理要求，检查组长应对计划

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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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为确保认证产品生产过程的完整性，检查计划应：覆盖所有认证产品及生产过程；对由多个

具备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参与“吉致吉品”生产的组织 （如农业合作社组织，或 “公司+农户”型组织），

应根据组织的生产模式、地理分布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农户抽样检查的样本，

抽样数不应少于农户数量的平方根（如果有小数向上取整）且最少不小于 10 户；农户数量不超过 10

户，应检查全部农户。 

6.3.3.3 现场检查时间应安排在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关键控制阶段。 

现场检查实施 

6.4.1 基本要求 

6.4.1.1 检查组应查验核实 6.1.2所列相关材料和文件，确认认证委托人提交的文件与实际生产经营

活动的一致性，确认蓝莓的种植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满足《“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通则》《“吉致吉品”

品牌认证规范 农业领域》《“吉致吉品”蓝莓》及本细则要求。 

6.4.1.2 检查范围包括与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部门、人员及活动。 

6.4.1.3 现场确认认证委托人种植产品生产基地所在位置及其规模，核实并确认地块分布图（坐标），

确定认证产品单元范围，估算产品产量。 

6.4.1.4 检查组应依据《“吉致吉品”品牌认证通则》《“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 农业领域》《“吉

致吉品”蓝莓》本标准及本细则要求，对认证产品种植基地进行现场查验。具体要求见 6.4.2 ～ 6.4.8。 

6.4.2 种植 

6.4.2.1 产地环境 

生产基地土壤、水质、环境等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土壤环境质量不低于 GB 15618 标准的要求； 

b) 灌溉用水不低于 GB 5084 标准的要求； 

c) 环境空气质量不低于 GB 3095 标准的要求； 

6.4.2.2 种苗 

6.4.2.2.1 应选择适应当地土壤、气候特点，对病虫害有抗性，生态适应性强，品质优良的种苗。 

6.4.2.2.2 购买种苗应记录品种名称、购买日期、生产厂商等，并保留购买记录。  

6.4.2.3 肥料 

6.4.2.3.1 提倡使用有机肥、农家肥或生物菌肥。  

6.4.2.3.2 肥料应在正规厂家及渠道购买，索要合格证明文件，登记购买数量、日期、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并保留发票（收据）等记录;使用时应记录施用品种、施用量、施用日期、施用人等信息; 

6.4.2.3.3 肥料应合理施用，以免造成土壤板结及酸碱度失衡。 

6.4.2.4 农药 

不得使用农药。 

6.4.2.5 病虫草害防治 

6.4.2.5.1 应采用农业措施提高作物对病虫草害的抵抗力，如利用抗病虫害品种、培育壮苗、加强栽

培管理、清洁田园等。 

6.4.2.5.2 应采用物理和生物措施进行防治，如用杀虫灯、色板、保护利用天敌、性诱剂、防虫网等,

保留分布情况和使用记录。 

6.4.2.6 采收 

6.4.2.6.1 采摘工具统一到仓库领用, 设备器具应保证清洁，不得对农产品造成污染。在采果前所有

采果人员必须由采摘负责人培训并安排采摘区域后,一人一行进行采摘(主要是避免漏采果),凡成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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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必须一次性采摘完，雨天、露水天不进行采摘。 

6.4.2.6.2 成熟果实整体为深蓝色，须及时进行采收; 

6.4.2.6.3 注意事项:因果粉较多，有些果实表面看已成熟，但在果蒂处还稍有部份呈紫色，未完全成

熟，所以采摘时应观察仔细，避免采到不成熟果实。 

6.4.2.6.4 采摘时佩戴指套后用大拇指、食指、中指轻触果实轻拧即可采下，采下后即时装入框内，

切记勿在手上反复拿捏;避免直接逮果，这样果实容易从果蒂处受损，重者会从果蒂处拉伤果皮。 

6.4.2.6.5 采摘人员将所携带的采摘工具采摘满后，将果实装于容器内，待收果人员收集。注意:分装

时应按盒上标识分类分装，以便收果人员按类别收集。 

6.4.2.7 无害化处理  

6.4.2.7.1 种植过程中需要使用地膜等覆盖物的，应合理、适量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并及时回收

废弃地膜进行无害化处理。  

6.4.2.7.2 植物生长期染病和坏死的单体应及时清除和归一化处理。  

6.4.3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应符合《T/JQSA 5 “吉致吉品”蓝莓》的要求。 

6.4.4 包装贮藏和运输 

6.4.4.1 包装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包装材料卫生标准的规定，不应使用含有邻苯二甲酸酯、丙

烯腈和双酚 A类物质的包装材料。 

6.4.4.2 包装印刷的油膜或标签粘合剂不应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且不应直接接触农产品。  

6.4.4.3 产品外包装上应印有“吉致吉品”品牌商标，标签、标识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和“吉致吉品”品牌标识管理的规定。 

6.4.4.4 应根据采收品种的不同特性、包装情况选择相应的存放方式。存放地点应遮阴、通风，温度

14℃～24℃。预冷温度为 10℃～15℃。分选车间温度 10℃～15℃，剔除不合格的果实和杂质。鲜果成

品库贮藏温度 0℃～2 ℃。 

6.4.4.5 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做好出入库记录。 

6.4.4.6 不同品种特征、数量、季节、距离、路况、保鲜要求等选择适宜的运输工具。必要时应配备

保温、冷藏、保鲜等设施，确保运输过程中农产品符合保鲜要求。运输工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洁和消

毒，确保蓝莓品质不受影响。 

6.4.4.7 不应将蓝莓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6.4.4.8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湿度变化和剧烈撞击等，防止产品受到不良影

响。 

6.4.4.9 记录相关产品信息，包括品名、产地、规格、等级、数量、流向、运输时间；产品、标签、

单据应相符。 

6.4.5 质量安全追溯 

应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购买和使用、有害生物防治、采收、及无害化处理等及时做好记录并建立

生产档案，实现对生产主体及产品的追溯。 

6.4.6 风险管理 

6.4.6.1 风险评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对产品、环境和员工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进行识别、确定与

分析，必要时采取措施降低不利影响。  

6.4.6.2 应急准备和响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应考虑但不

限于以下因素：对实际发生的紧急情况作出响应；定期评审并优化过程和策划的响应措施，特别是发生

紧急情况后或进行演练后；应向工作的人员提供应急准备和响应相关的信息和培训；做好记录，以确保

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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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传承文化 

6.4.7.1 传承地域文化和蓝莓文化，挖掘地域文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6.4.7.2 生产过程宜能传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价值精髓。 

6.4.7.3 产品包装宜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突出产品自身的文化特色，避免过度包装。 

6.4.8 评价与改进 

6.4.8.1 建立内部检查制度，并进行内部检查，以证实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6.4.8.2 确定和选择改进时机并采取措施实施改进，并做好记录。 

产地环境监测和认证产品的检测报告 

6.5.1 产地环境的监测报告以距现场检查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数据或报告为有效。 

6.5.2 产品检测机构应具备 CMA、CATL 资质，且被联盟认可。产品检测应做产品标准中全项检测，全

项合格视为合格，有 1项不合格视为不合格。在认证年度内至少进行 1次检测。当企业对检测结果提出

异议时，可对产品进行复检，当复检后指标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不予发证。 

6.5.3 认证机构可采信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由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的 12 个月内的产品检测报

告。 

检查报告 

6.6.1 认证机构应规定本机构的检查报告的基本格式。 

6.6.2 检查组应通过检查记录等书面文件提供充分信息对认证委托人执行标准的总体情况作评价，对

是否通过认证提出意见。 

6.6.3 认证机构应将检查报告提交给认证委托人。 

认证决定 

6.7.1 依据本实施细则，在现场检查和产品检测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做出认证决定。 

6.7.2 对符合要求的认证委托人颁发 “吉致吉品”认证证书；对轻微不符合要求的认证委托人，限期

整改，15天内整改符合要求，颁发“吉致吉品”认证证书；严重不符合要求的认证委托人不予以认证。 

6.7.3 在认证实施过程中，产品检测不合格或现场检查不通过时，终止认证。 

申诉 

6.8.1 认证委托人如对认证决定结果有异议，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诉，认证机构自收到申

诉之日起，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 

6.8.2 认证委托人如认为认证机构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可以直接向各级认证监管部门申

诉。 

监督 

6.9.1 认证机构在实施监督审核前至少提前 2 个月通知获证主体有关监督审核事宜，并下发《监督审

核通知书》。如获证主体发生变化，需填写《变更申请表》。 

6.9.2 当获证主体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监督审核，或获证主体通知认证机构不再继续保持认证时，

按照《 “吉致吉品”蓝莓认证实施细则》中规定要求进行暂停。 

再认证 

6.10.1 获证主体应至少在认证证书有效期结束前 3 个月向认证机构提出再认证申请。 

6.10.2 认证机构应科学确定现场检查频次，在证书有效期内进行再认证检查，每年对获证主体至少安

排一次现场检查。 

6.10.3 因生产季节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原因，不能在证书有效期内进行再认证检查的，获证主体应在证

书有效期内向认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原因。经认证机构确认，再认证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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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实施，但不得超过 3 个月，在此期间内生产的产品不得作为“吉致吉品”认证产品进行销售。 

6.10.4 对于超过 3 个月仍不能进行再认证的认证委托人，应当重新进行认证。 

6.10.5 认证机构应当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7 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为3年，按相关规定报联盟备案。 

变更 

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获证主体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

变更，填写申请书及提供相关的材料，认证机构自收到认证证书变更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认证

证书进行变更： 

a) 获证主体名称或性质发生变更的； 

b) 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的； 

c) 其他需要变更认证证书的情形。 

认证机构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同意变更并换发认证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

效日期保持不变。 

暂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暂停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暂停期为3个月，并对外公布： 

a) 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者认证标志的； 

b) 获证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经认证机构评估在暂停期限

内能够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c) 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注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机构应当注销获证主体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 

a)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再认证的； 

b)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c) 获证主体申请注销的； 

d) 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撤销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 

a) 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强制性标准要求或者产品检测结果不符合《T/JQSA 5“吉

致吉品”蓝莓》要求的； 

b) 获证主体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c) 获证主体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的； 

d) 获证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未采

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e) 获证主体对相关方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f) 获证主体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 

g) 获证主体拒不接受认证监管部门或者认证机构对其实施监督的； 

h) 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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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后，不能以任何理由恢复认证证书且 3年内不能再次申请认证。 

7.6.2 认证证书被暂停的，需在证书暂停期满且完成不符合项纠正或纠正措施并确认后，方可恢复认

证证书。 

8 防伪标签 

防伪标签由联盟统一制定。 “吉致吉品”认证产品实行可追溯制度和“一品一码”制度，在每一产品

最小销售包装或产品上加施带有唯一编码/防伪码的 “吉致吉品”防伪标签。 

9 认证收费 

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交资料的情况，认证机构将按照联盟统一制定的认证收费标准及方式向认证委托

人收取产品检测和（或）认证费用，由认证委托人与认证机构以合同方式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