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博文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公布第
一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名
单。经省级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
等环节，北京市怀柔区等 49 个县（市、
区、旗）创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主要农作物类），北京市平谷区等 69个
县（市、区、旗）创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规模养殖类），北京市昌平区等
45 个县（市、区）创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设施种植类）。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划》有关部署要求，2023年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一批农业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包括主要农作物类、规
模养殖类、设施种植类）创建申报工作。
全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
区）创建是农业农村部组织的一项重要

活动，是推动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加快补齐农业生产全程
机械化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促进农
业生产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

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
度重视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
工作，切实加强工作指导，积极争取政策
支持，保障示范创建工作稳妥有序开
展。各创建县要严格按照《农业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活动工作方案
（2023—2025 年）》要求，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工作职责，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各项
创建任务高质量完成。农业农村部将组
织专家组依照示范县评价指标对申请认
定的创建县开展综合考评，并根据实际
情况适时开展实地抽查，对通过综合考
评的创建县，经公示无异议后授予“农业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称号。

第一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创建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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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农民一年的收成，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村生态环境。

开展农资打假工作，保障春耕生产，极端重要。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

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农资打假行动，狠抓农资市场监管，围绕春耕备耕急需的种子、肥料、农

药等开展大排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和薄弱环节，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

春耕生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农资市
场，由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禁限用
农药名录”清单，醒目地贴在墙上。昆明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副
处长刘俊骏介绍，为增强农资从业人员
守法经营意识、提高农业生产者安全用
药意识、落实主体责任，云南省要求在生
产企业农资库房、生产基地、农资经营门
店张贴宣传单、悬挂标语，贴“禁限用农
药名录”清单等。

近年来，云南省明确政府监管责任
和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同
时加强源头和过程监管、执法检查，全力
为农户提供安全、放心农资。

明确责任，才能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
门，制定全省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明
晰责任，形成监管合力。曲靖市下设种子、
农药、肥料等3个工作专班，明确工作职责
和分工，落实农资打假和放心农资下乡两
项主责。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和主要农资管
理负责人签订了农资安全监管工作责任
书，安排具体人员负责各项日常工作。“我
们与农资经营企业签订依法经营责任书
560多份，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万余份。”陆
良县农业农村局张丽芬局长表示。

为便于管理，云南省建立统一的农资

市场，集中经营。昆明市呈贡区共有 268
家农药经营店，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农资
市场。斗南农资交易市场共有71家农药
经营店，监管部门每月集中开展巡查检
查，向经营主体发放告知书、“明白纸”。

同时，严格准入机制，从源头规范农
药化肥生产经营秩序。明晰登记、生产、
经营准入硬条件，严格对照条件，核发

“农药经营许可证”。对限用农药实施更
严格的审批制度，严格控制经营者数

量。宜良县 204家农药经营店，仅有 1家
有限用农药经营权；曲靖市陆良县521家
农药经营店，仅有 16 家有限用农药经营
权。对于没有限用农药经营权的经营主
体，要求在“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内
写明“农药（限制性使用农药除外）”。

陆良县农药经营人员做到了依法持
证上岗。“2023 年，通过报名、资格审查、
公示三个程序，由昆明立新职业培训学
校在陆良县开展农药经营上岗证培训，

共培训学员 90 人，经考试全部取得合格
证，农业农村局派人全程监督。”陆良县
农业农村局王鸿副局长表示。

在农资打假过程中，云南省做到监
管有的放矢，以九大高原湖泊、豇豆主要
种植区域为重点，以各地常用的、往年出
现过质量问题的农药肥料为重点产品，
开展农药肥料产品抽检。目前，已抽检
农药样品 480 个、合格率 96%，抽检肥料
样品 500 个、合格率 86%，针对不合格样
品，组织各地依法开展查处。

对种子实行全程追溯。“规范经销户
进货渠道和票据管理，健全生产经营档
案，完善门店种子经营网上备案登记和
种子追溯体系，做到种子从生产、销售到
播种有据可查。”曲靖市农业农村局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赵斌表示。

智慧化手段让监管更高效。陆良县安
排专人指导农药经营户使用云南省农药数
字监管平台，录入农药进销存台账。通过
平台查询，截至去年12月26日，全县店铺
数521个，确认数521个，确认率为100%；活
跃店铺数507个，活跃率为97.31%。

云南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在云南
农业信息网上公布省级和全省各州（市）
农资打假投诉举报电话，专门设立种子
打假举报电话，开通厅长信箱、公众咨询
留言等多元化举报通道，加大打击假劣
农资信息来源，增强农资打假的精准度
和震慑力。

云南齐抓共管净化农资市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有关部门
了解到，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畜牧业管理局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吉林省 2024 年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全
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 2024 年全
省农资打假监管执法工作，净化农
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合
法权益，保障全省农业生产和粮食
安全。

2024年吉林省农资打假专项治
理行动以备春耕生产、夏季田间管
理、农牧业生产等农资购销使用高
峰期、秋冬季农资集中收储期、畜牧
春秋集中防疫期、动物疫病高发期
为重点治理时段，紧盯农资市场、城
乡交界、互联网领域农资电商等重
点区域，聚焦种子、农药、肥料、兽
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农膜、
农（畜）产品等重点农资，专项治理
七大类违法问题。

一是治理质量违法问题。主要
治理生产经营肥料、农膜、农机等不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肥料掺杂掺
假、虚标含量和养分，擅自修改标识
内容、销售外包装未附标识、标识残
缺不清，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肥料
中含有毒有害成分的；生产销售农
机（及配件）未按照法律规定建立等
问题。

二是治理价格及计量违法问
题。主要治理加强种子、肥料、农
药、农膜等农资产品价格监督与计
量检查，依法严厉查处拒不执行明
码标价规定、价格欺诈、缺斤少两等
违法问题。

三是治理“忽悠团”流窜销售及
合同诈骗问题。加大对流动商贩、
兜售团、“点对点”销售假劣农资行
为的监督检查，突出加大对以“订单
农业”为名实施农资购销合同诈骗
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

四是治理虚假宣传违法问题。
重点查处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产

品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
潢、冒用他人企业名称或姓名，虚假
宣传和虚假表示及侵犯他人注册商
标专用权、假冒专利、违规诱导推销
等违法问题。

五是治理网络销售假劣农资问
题。严格规范线上农资经营行为，
严查互联网平台农资监管缺位、管
控不严问题，加大对“电话推销”“电
子商务”“物流配送”等新型经营方
式和渠道销售假劣农资监管力度，
重点打击利用网络销售假劣农资和
禁限用农兽等问题。

六是治理广告违法问题。依法
严厉查处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资产品利用电
视、互联网等媒体发布虚假广告等
违法问题。

七是治理无照无证生产经营
问题。严厉查处种子、肥料、农机、
农膜、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
农资产品无证生产、无照经营等违
法行为。

吉林：重点治理七大类农资违法问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随着农资电商发展迅速，网络销售农
资违法问题日益突出，网络举报投诉成为
农业执法重点关注问题。广东省佛山市
通过严格落实经营许可制度、有奖举报制
度、网络监督抽查等方式，严打网络违法
经营农资行为。近3年，佛山市农业农村
部门收到投诉举报网络经营的案件线索
达300多宗，问题集中反映为标称农药兽
药、网络售假、标签不规范等违法行为，规
范农资网络销售行为，整顿网络经营市场
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佛山市按照

“市级监督指导，区级办案为主”的责任分
工，通过市区联动、上下衔接机制，2023
年共立案处罚网络投诉案件 24 件，罚没
款16.18万元。

把好源头关，严格落实经营许可制
度。2022年起，佛山市组织开展网上经营
农资单位全面排查，重点检查互联网经营
者是否在其互联网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
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等信息。要求从事线上经营
的种子、农药、兽药经营单位，必须同时有
线下实体店，必须具备并保持线下经营条
件，发现不再具备经营条件的，责令限期整
改，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查处。
南海区实行倒查追溯，在发现用假、售假等
违法线索时，通过快递、物流等发货信息对
农资来源进行追溯，使不法商家无处遁形。

“我们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形成
打击合力，涉及营业执照经营地址申报不
实问题，定期将营业执照、店铺名称等线
索信息发函给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
常管理；涉及使用伪造经营许可证件问
题，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佛山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彭晓亮表示。

佛山市将网络经营产品纳入监督抽
查范围，2022 年、2023 连续两年开展“净
网”专项行动，抽查了网售农资产品33批
次，并督促网络经营者履行进货查验和台
账记录义务，规范网络广告发布。

农资打假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佛山
市建立有奖举报制度，2022 年以来核发
了 5 万多元的举报奖励金。还加大典型
案例宣传力度，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开
展“以案释法”普法宣传，促进全社会共同
关注农资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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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当前，湖北春耕备耕和春季田
间管理已全面展开，正是用种用肥
用药的高峰期。为畅通放心农资
进村入户渠道，保障绿色优质农资
有效供给，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经信、公安、
市场监管、供销社等七部门联合印
发 2024 年农资打假工作方案，并于
近日在潜江市举行了 2024 年全省
农资打假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
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拉开了湖北农
资打假保春耕的序幕。

活动设置了四大区域，即主会

场区、放心农资展示区、优质农机
展示区、打假案例展示及法律法规
咨询区。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
产主体识假辨假能力和维权意识，
活动现场还免费发放《种子法》《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
等法律书籍及《购买种子需知》《购
买农药需知》《购买肥料需知》等宣
传资料，普及法律及正确选购农资
知识。50 多家信誉好的优质农资
生产经营企业、农机经营企业展示
了优质水稻、玉米种子、小龙虾专
用饲料等多种放心肥料以及生态
环保型农药新产品及新式农机和
无人机。

活动现场，七部门相关负责人
分别作出承诺，加强与相关部门协
调配合，履行好各自职责，形成农
资打假合力，切实为春季农业生产
保好驾、护好航、服好务，确保优质
农资安全有效供给。“接下来将突
出宣传入农村、送货到田头、检查
到市场，坚持‘着力治本、标本兼
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突出抓
好源头治理和市场监管等关键环
节，严把生产、流通和使用等重要
关口，把党的强农惠农政策送到田
间地头和农民手中，保障全省农业
生产再上新台阶。”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湖北：启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在宝坻区
开展了以“提质增粮推技术 护农增效
提单产”为主题的 2024 年天津市“农机
3·15”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活动现场宣读
了《提质增粮推技术 护农增效提单产——

“农机3·15”活动倡议书》，农机产销企业
代表分别宣读了《质量服务承诺书》并签

字承诺。现场设立了质量投诉、春耕春
管、技术指导、执法监督、惠农政策五个
咨询台，发放了《农机用户购机指南》《农
机质量投诉服务指南》《农机投诉案例讲
解分析》《天津市农业机械报废补贴办理
指南》等宣传资料。针对广大农机使用
者关心的农机配件质量问题，技术人员
现场为大家讲解了真假农机配件鉴别方
法和正确的采购途径，以及与农机购置

有关的注意事项。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液压翻转犁、驱

动耙、电动智能精量播种机、撒肥机、多
功能变速旋耕机、深松机、拖拉机等多台
套新型农机装备，开展了液压翻转犁、旋
耕机、驱动耙、精量播种机等农机具现场
演示作业，并对旋耕机和驱动耙的作业
效果进行了比对试验，作业现场吸引了
众多农机用户观看、咨询。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主
办，天津市农业质检中心和宝坻区农业
农村委联合承办。通过此次“农机 3·15”
活动，天津市深入开展了农机化政策宣
传，推进了农机质量投诉监督工作，在倡
导农机产销企业守法诚信经营的同时，
引导农民群众科学购买使用农机，增强
依法维权意识，营造了依法维护农机用
户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天津：“农机3·15”护农增效提单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艺璇

为持续深入推进农民科学安全使用
农药能力和素质提升，促进农药减量增
效，日前，全国农技中心联合各省级植保
机构、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中国农药发展
与应用协会等举办了2024年百万农民科
学安全用药培训启动会，共塑培训理念、
共建培训平台、共同开启 2024 年培训活
动序幕。

百万农民科学安全用药培训是全国
植保体系和农药行业协会共同组织、国
内外农药药械企业积极参与、面向广大
农民的公益性培训。该活动连续开展多
年，通过宣讲科学安全用药理念、培训农
药减量增效技术，有效提升了广大农民
的科学安全用药意识和能力。据统计，
2023 年全国累计开展培训 8.13 万场次，
受训人员843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的培训活动将以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目

标，以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农作物重大病
虫害科学防控、现代植保机械高效应用
为重点。

一是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加强对农
药经营者的培训指导，从源头防范违规
销售、加量推销、捆绑推销等行为。加强
对农药施用者的培训指导，更加注重农
药使用风险防范，确保作物安全、人员安
全、环境安全。

二是更加注重综合防控。以专业化
防治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
点，深入田间地头培训推广病虫害综合
防控技术，把化学防治和生态调控、理化
诱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相融合，
推进化学农药使用减量化。

三是更加注重培训质量。严守公益
性培训定位，严把培训质量，严格规范培
训内容，加强对《农药管理条例》《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农药标签、
安全间隔期、抗性管理、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等内容的培训。

2024年百万农民科学安全用药培训启动

农业农村部派出10个调研指导组分赴地方开展农资打假工作调研。图为指导组
在云南农资市场调研。 粘浩菲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拖拉机、旋耕机等农业机械在轰鸣
声中犁田、翻地，无人植保机在空中来回
穿梭播种、施肥，智能灌溉机器人喷出的
水滴洒落在田间……近日，山东省泰安
市春季农机化生产现场推进会暨农机化
工作会议在肥城市安驾庄镇召开，数字
化、智能化农机设备在春耕春管中“大显
身手”，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春耕
图景。

近年来，泰安市农机部门强弱项补
短板，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
转型升级。2023 年，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到576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91.77%。推广发展新型高性能绿
色机具1.84万台，其中，新增高性能播种
机 275 台、指夹式播种机 244 台、气吸式
播种机 25台。深挖机收减损潜力，通过
开展收获减损技术培训、组织机收减损
大比武活动等措施，小麦、玉米机收损
失率分别降低到0.8%和1.85%。

会上，泰安市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王民介绍，今年春季全市计划机
械灌溉面积达350万亩，计划机播春玉米
20 万亩、花生 48 万亩、马铃薯 21 万亩。
今年，泰安市农机系统将围绕建设“农机
强市”的目标，聚焦粮食生产、新机具新

技术推广、平安农机示范创建、为农社会
化服务等重点工作，力争全市农机总动
力达到590万千瓦，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92%。

农机手是农业机械的直接操作者，
建强农机手队伍、提升素质，是农业生产
高质量开展的关键。为做好春耕生产，
泰安市以巩固提升“平安农机”品牌成果
为抓手，组织开展“开工第一课”20余次，
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农机安全服务
保障网。结合全市“千人下乡·稳粮保
供”农技服务大行动春季田管专项行动，
通过教授讲要点、“土专家”传授实操经
验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各县市区农机部
门举办技术培训班 40余期，提高农机手
操作技术能力。目前，泰安市已培训农
机手 3600 人。同时，依托全市 700 余家
合作社，组成春耕备耕服务队，指导检修
各类农机具1.8万台（套），全力保障春季
农业生产高效开展。

王民表示，2024年，泰安市将把握全
程、全面、高质、高效农机化发展，提高机
械化保障能力，抓实农机安全工作等三
个目标，找准惠农政策补贴、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应急作业管理等三个切口，抓
农机推广、智慧农机建设、农机装备补短
板行动等三个重点，在服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大局上作出新贡献。

山东泰安
召开春季农机化生产现场推进会

□□ 石倩 刘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3月11日，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忠
民合作社里，各类农资琳琅满目，化肥、农
药、种子等春耕备耕物资摆放整齐、货量
充足。销售人员向前来购买农资的群众
介绍农资价格、功效等信息，帮助选购农
资。木垒县忠民合作社理事长朱卫峰说：

“我们合作社的春耕备耕工作很早就开始
了，去年12月份许多农资价格比较低，我
们就订了一部分。现在订购了近1000吨
化肥，种子也将近有1000吨到货，这些货
已经可以满足周边农户2024年的春耕需
求，后期我们将根据农户种植需求跟进补
充农资储备。”

为做好农资供应，服务春耕生产，木
垒县供销社系统农资经销点早谋划、早
行动，从去年 12 月份开始，不断加强农
资价格、供需情况监督预警力度，及时掌
握市场供需及价格走势，科学研判春耕

生产农资供给和需求，组织抓好化肥、农
药、农膜等农资商品的采购和调运，全面
把好农资质量关和价格关，保证货源供
应充足，保障农户春耕生产。木垒县红
土地农资配送中心负责人刘洁说：“每年
的这段时间，春耕备耕工作就开始了，
2024 年我们也准备得特别充分，大概 3
月底到 4月初，木垒县就开始耕种了，我
们这的农户大都比较认可云南云天化系
列的肥料，春麦种子、地膜也都备足了，
后续我们将继续为春耕备耕做好准备。”

截至目前，木垒县共调运储备种子
4835 吨，已到位肥料 3000 吨、加厚地膜
300 吨、降解膜 12 吨，为春耕备耕做好
前期准备。木垒县供销社主任姜学峰
说：“木垒县供销社充分发挥农资销售
主渠道作用，各乡镇基层供销社以及农
资销售网点积极准备，收购储备各类农
资。截至目前，农资市场平稳有序，储
备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广大农户充分生
产需求。”

新疆木垒县
春耕农资储备能够满足农户生产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