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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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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旱作·晋品"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机旱作·晋品”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方式、评价方法、评价依据、评价流程和

证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有机旱作•晋品”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SXGIIA 11 “有机旱作•晋品”评价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SXGIIA 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原则

依法依规依标

评价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执行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公平公正公开

评价应做到公平公正，评价结果处置坚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全面系统科学

评价应做到内容全面，产品品质指标体系系统科学。

客观严谨规范

评价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客观严谨地评价产品品质指标与标准的符合程度，评价活动

规范。

产品优势突出

评价应充分展示产品品质的优势指标。

5 评价方式

评价采取第三方评价的方式进行。

6 评价方法

评价采用产地环境（或原辅料）和产品检测报告认可、现场条件评价、必要项目检验与获证后监督

检查等方法进行。

7 评价依据

相应类别“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技术规范与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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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流程

自愿申请

申请组织按照以下要求向管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组织简介（企业基本信息、历史沿革、产品目录、员工情况、设备设施状况等）；

——法律地位有效证明文件（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商事登记证书等）；

——法规要求的有效行政许可证件；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材料；

——生产经营场地合法使用土地的有效证明文件（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买卖或租赁合同

以及生产经营场地示意图和平面图）；

——现有管理体系、产品认证证书，商标、品牌评价等方面的有效证明材料；

——产品工艺流程图；

——追溯体系、风险和应急管理体系、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证明材料；

——种植、养殖以及加工过程中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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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产品检测报告（距申请日 1年内），产地环境监测报告（距申请日 2年内）；

——由申请日前推 2 年期间的生产投入品使用记录（产地使用的投入品清单、使用记录）；

——产品经自评符合“有机旱作•晋品”标准的自我声明，以及提供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

形式审查

管理机构对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通过后受理申请，根据需要选择符合条件的评价机构

进行“有机旱作•晋品”评价；形式审查不通过的申请不予受理，由管理机构将理由书面告知申请组织。

资料审查

评价机构接收申请材料后对技术内容进行审查。技术审查通过，由评价机构根据实际需要与申请组

织进行沟通，确定现场评价相关事宜；技术审查不通过的，由评价机构将理由书面告知申请组织。

现场评价

评价机构依据相应的“有机旱作·晋品”标准，对申请组织和相应产品实施现场评价；评价机构认

为某些项目需要进行检验的，由评价机构在现场对产品进行抽样，将样品送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出具报告

评价机构根据现场评价和项目检验的结果出具评价报告，并将报告报送管理机构。

工作审议

管理机构接收评价报告后及时召开专题工作会，对评价机构的评价报告进行审议并得出审议结果。

结果公示

管理机构根据工作审议的结果，及时对通过评价的产品信息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0天。

批准授权

公示期满未发现不予授权的情形，由管理机构批准向申请组织进行授权，允许其在相应产品使用“有

机旱作•晋品”标识。
注：“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流程图见附录A。

9 证后监督

管理机构采取适宜的方式对获证组织、获证产品和评价过程开展飞行检查和监督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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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流程图

“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流程见图A.1。

图 A.1 “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流程图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原则
	4.1　依法依规依标
	4.2　公平公正公开
	4.3　全面系统科学
	4.4　客观严谨规范
	4.5　产品优势突出

	5　评价方式
	6　评价方法
	7　评价依据
	8　评价流程
	8.1　自愿申请
	8.2　形式审查
	8.3　资料审查
	8.4　现场评价
	8.5　出具报告
	8.6　工作审议
	8.7　结果公示
	8.8　批准授权

	9　证后监督
	附录A（规范性）“有机旱作•晋品”评价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