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在选购种子时一定要

看种子包装、 种子性状、 是否霉

变， 查询标签二维码信息……”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许，2025 年重

庆农业执法普法“小板凳服务队”

春耕备耕农资打假普法活动走进

垫江县长龙镇龙田村。

讲解员是来自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的工作人员翟素鲜、

余宁以及垫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负责人张阳， 听众则是龙

田村 50 多位村民、8 名农资经销

商代表。

“现在正值春耕备耕的重要

时期， 大家一定要到正规门店去

购买农资，谨防上当受骗，同时还

要保存好票据。 ”大家落座后，翟

素鲜走上台，第一个发言。

“老师，我按要求施的复合肥，

为啥去年葡萄还减产一半？ ”50 多

岁的果农刘勇问。

“近年来从查获的案例发现，

有游摊游贩打着厂价直销、 农资

下乡、 送货上门的旗号走村串户

销售假劣农资产品坑害大家，今

天我们到村里来， 就是跟大家讲

解几招辨别真假农资的方法。 ”一

旁的余宁拿起两包种子接过话。

余宁介绍， 目前重庆从事农

资销售的经销商有 5000 余家。 近

年来， 通过持续开展农资打假行

动， 全市农资合格率提升到 90%

以上，全市农资产品质量、包装也

有了统一的规范。 但是，农资产品

销售中仍不时出现虚假宣传 ，误

导农民。

针对这一新情况， 春节上班

后，全市农业执法队员、乡镇基层

干部、农技人员等上千人次，来到

生产企业、 农资门店或走进农家

院坝，开展农资打假活动，宣讲鉴

别真假农资的知识， 确保春耕生

产安全有序。

余宁说， 为确保农民买到放

心农资，今年春耕备耕期间 ，市 、

区两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

以种子销售环节为执法重点 ，强

化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等情况的核

查， 重点查处套牌侵权、 制售假

劣、白皮袋种子 、未审先推、无证

生产经营、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假

冒授权品种以及严厉打击农资

“忽悠团”流窜售假等违法行为。

（赵伟平）

重庆开展春季种子市场集中检查

广西来宾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农资经营店检查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当前，

全国春耕备耕正由南到北次第展

开， 即将进入用肥旺季， 各地化

肥、 种子生产企业正加紧加工生

产，保障农资市场供应充足。

在湖北枝江一家大型化工

企业， 记者看到， 化肥车间里自

动化的生产线开足马力不停运

转，每天可生产化肥 1.5 万吨，平

均 一 分 钟 就 有 10 吨 多 化 肥

下 线。

湖北三宁新材料分公司尿

素车间主任 万辉： 春节以来，尿

素装置 8 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

日产达到 2600 吨 。 工人采取 4

班 3 倒 ， 保 证 24 小 时 全 力 稳

定运行。

在青海一家钾肥生产车间，

各条数字化生产线 24 小时不间

断作业， 钾肥从传送带上运输到

烘干系统。 再到打包车间进行封

带， 装车后销往山东、 河南、湖

北、 江西等地。 自春耕保供工作

开展以来，企业的氯化钾产品日生

产量达 1.1 万吨。

为保障种子供应， 在江西南

昌的一家种子生产企业，七条数字

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

包装、分拣、装车等岗位员工正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

为确保春耕顺利进行， 企业

在年前就全面铺开早稻种子生产，

到春耕前预计生产优质早稻种子

150 万公斤，而目前南昌全市已备

足稻种近 600 万公斤，完全可满足

当地春耕生产用种需求。

春耕化肥施用量占到全年化

肥施用量的 40%以上，供销合作社

系统是我国农资流通的主渠道，化

肥供应量占全国七成。 目前，系统

内的多家企业正在加快采购储备

进度，化肥供应总体充足。

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

点上的镇江港，是全国最大的进口

农业生产资料集散地。这艘运载了

4.5 万吨进口钾肥的外籍海轮，经

过 40 多天的海上航行， 缓缓抵达

港口。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为了抢

抓备耕时间和降低物流成本，边检

海关、港口物流企业、下游工厂等

各方配合协同， 改变了过去先进

“转运仓库”的做法，而是直接“大

船转小船”， 无缝衔接水运直通上

下游企业。

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肥事业部经理 杨国敏 ：原来

运输要二次落地 ， 周转时间长，

成本高。 这批成功到货， 直接对

装发运， 也就是海船转小船 。 这

样的操作， 节约了 10 元每吨的

物流费用， 进而降低了农民的用

肥成本。

日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发布通知，推动系统农资企业开展

集采集配、 集采直销等业务合作，

努力降低农资进货成本和流通费

用，更多让利于农民。

（据央视新闻）

农资企业:开足马力 备战春耕

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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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板，这些肥料从哪里

购进， 不能跟来路不明的商贩购

进， 要从正规渠道进货， 要索证

索票， 要查验肥料质量是否安

全、 产品外包装所标注内容是否

真实有效。 ” 广西来宾市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农资产品经

销商时温馨提醒地说。

一年春作首， 万事行为先。

春耕即将开始， 为确保群众购买

上质量安全的农资产品， 助力蔗

农增产增效 ， 守好国家“糖罐

子”，春节收假上班第一天，以干字

当先，广西来宾市市场监管局立即

拉开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工作序幕，

护航春耕备耕开好头。

在专项检查工作中， 来宾市

市场监管局树立监管为民的工作

理念， 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到

生产经营种植一线开展农资市场

监管工作，构建市 、县 、乡（镇）三

级执法检查网络，加强对甘蔗用肥

市场监管，将现场检查、票据检查、

仓库检查、举报检查、抽样检查、种

植地检查等有机结合，重点对辖区

生产经营的复合肥企业和农资商

店、 农资超市等经营主体检查，同

时，随机抽查蔗农购买使用肥料价

格和质量等情况。 着重检查内容：

生产经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是否

建立索证索票制度 、 商标是否侵

权、产品外包装标注的内容是否合

法、计量是否符合规定、随机抽查

产品是否有合格证 、 是否明码标

价、是否虚假宣传等。同时，开展宣

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

法》《计量法》《广告法》《明码标价

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 等法律法

规，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要求农资

经营主体要诚信守法经营，严把进

货质量安全关，明码标价，不虚假

宣传。

截至目前， 来宾市市场监管

局 共 检 查 农 资 经 营 主 体 116 家

（次），开展行政指导10次，随机抽

查甘蔗种植大户8家，发放《产品质

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365份。

“来宾是中国糖都，种植甘蔗

成为农民走上致富路的一条有效

途径，肥料好否与蔗农增收息息相

关，因此，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行

政指导、监督抽检、行政执法等相

结合，守护蔗农用肥安全。”来宾市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鲁利军 廖胜华 文 /图）

广西来宾市市场监管局

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工作拉开序幕

山西阳高：

大棚兴农 日子舒坦

“足不出村就挣了两万元，今年过年想

买啥就买啥，多亏家门口的好产业！ ”2 月 5

日一大早，刚从蔬菜产业园区采摘完蔬菜的

孙淑兰开心地说。

“以前家里收入全靠玉米种植，一年到

头土里刨食，收入还要看玉米行情，远不如

我流转土地加上打工的收入高。 ”59 岁的孙

淑兰心直口快，说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像是

打开了话匣子。 她说， 由于身体不太好，无

法外出打工，加上丈夫年纪大了也干不了重

活， 原先家里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现在好了。 2022 年以来，姚家庄村大力发

展设施蔬菜， 动员村民流转土地统一建大

棚。 我们家就是受益者。 ”

流转土地统一建大棚，村民们一开始心

里没底：这模式能行吗？ 赶上好年景，村里每

亩玉米可以收入 2000 元，流转土地每亩只有

900 元，这账划不来。 为此，村党支部书记姚

鲜军挨家挨户去讲政策、说道理：“不能只看

租地一项，园区建起来，打工收入是大头！ ”

三番五次，磨破嘴皮子，真心终于解开“心

结”。一年多时间，909 栋大棚拔地而起，千亩

蔬菜产业园区在姚家庄村扎根落户。

听说能打工赚钱，村民在蔬菜产业园区

的号召下， 每年 3 月就开始忙活起来。 翻

地 、撒粪、围苗、采摘……闲不住的孙淑兰

也早早就来到园区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几天采摘朝天椒按斤论 ， 干一天能有

120 元的收入。 ”孙淑兰说，“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们实现了家门口增收致富。 只要肯

干，就有钱赚！ 我老伴 75 岁了，去年还在园

区打工挣了两万元， 日子真是越来越红火

了！ ”

产业兴，乡村旺。 据了解，姚家庄蔬菜

产业园区还吸引了王家庄、沙河台、柳家泉

等周边村的劳动力来打工。“一个大棚每年

用工花费至少 5000 元 ，909 个大棚就超过

450 万。 ”姚鲜军说，“以前村穷人心散。现在

日子有奔头，小卖部收入都翻了倍。 ”

设施蔬菜大棚联农带农兴业富民，姚家

庄村是阳高县的一个缩影。 2024 年，该县共

有设施蔬菜大棚 45206 栋，形成 5 个千亩设

施蔬菜基地，面积达到 6 万亩，辐射带动 3

万 余 农 户 直 接 或 间 接 受 益 ， 户 均 增 收

1 . 5 万元。

春节期间，姚家庄村集市热闹、年味儿

浓浓， 整个村庄涌动着一股热乎劲儿。“办

好农村事，增加村民收入是关键。 未来还要

继续谋划园区建设，与周边村组团打造万亩

设施农业基地。 ”谈及下一步打算，姚鲜军

信心十足。 (李学林 周振宇 )

云南永善：

严把农资质量关

护航春耕保生产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农资产

品进入销售旺季。 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

行，连日来，永善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检查， 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 放心药、放

心肥。

在县城区景凤路农资销售店， 执法人

员认真查看农资经营户的经营执照、进货及

销售台账记录， 并对所销售农资的包装、标

签、产品质量进行查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

销售禁限用农药、是否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农

用物资等违法行为， 叮嘱销售人员诚信经

营，严格把控进货渠道，确保群众买到放心

农资。

“我们销售的肥料、农药都是从正规渠

道进货的，都有备案。 农户购买，我们也会

开好发票，做好经营台账，保障售后服务。 ”

中化农业昭通钛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店长

张美玉说道。

据悉， 永善县 2025 年农资市场专项检

查行动将持续到 3 月中旬，对全县范围内的

所有农资经营门店展开拉网式排查，严厉打

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 哄抬农资价格、

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加强农

资知识宣传普及，引导群众科学选购和使用

农资产品， 从源头上严把质量关、 安全关，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微永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