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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刘云

家住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某村的老涂至今都记
得两年前骗他签合同的那家公司。“那公司规模不
小，厂房宽敞，有豪华办公室，还有业务经理做接
待。后来才发现，这都是套路。”53岁的老涂当时签
合同买了1.5万余元的鸡苗，签约公司承诺高价回购
成品鸡，本想小赚一笔，没想到鸡苗根本养不活，公
司只是个“空壳”。

近年来，这类以“订单农业”为名坑农诈骗案
件时有发生。2023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安
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并于 2024 年 7 月公布 5 起典型案例。有的案件中，
花瓣发酵水被包装成有防虫防病、富硒功效的神
奇肥料；还有的案件中，活不过一周的禽苗卖出近
300 万元……

“订单农业”骗局是怎样给农民下套的？如何脱
掉骗子的“马甲”？订单农业的真假又应如何分辨？
为进一步揭露“订单农业”骗局手法，记者近日在江
西省、湖南省等地深入采访这些典型案例，与农业综
合执法人员、公安干警及受骗群众等共同揭开“订单
农业”骗局的“画皮”。

“订单农业”经典骗局是啥样？
——包技术、包饲料、包回收……只

为种苗卖高价

2022 年 5 月的一天，老涂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一
条鸡苗短视频广告。视频画面中，一箱箱鸡苗挤挤
挨挨、活泼好动，一个 AI 女声在视频中重复播报着

“长期大量供应鸡苗，苗好价廉，高价回收，新手也能
上手操作”的广告词，视频下方有链接，只要点击就
能拨打询问苗价的电话。

老涂拨通电话后，一位自称湖南省浏阳市宏辉
家禽经营部的“客服人员”介绍，该公司供应鸡苗、回
收肉鸡，还向合作农户支付每亩 3000元的养殖场地
补贴，送养殖大棚、饲料等，“您要是有意向，可以来
我们养殖基地参观考察。”

几天后，老涂开了 3个多小时车，来到位于浏阳
市古港镇金园村的宏辉家禽经营部，一位身穿职业
装的“业务经理”陪他现场参观。在老涂眼里，公司
的厂房敞亮宽大、办公室装修气派，还有好几个孵化
室。老涂刚想走进孵化室参观，“业务经理”就面露
难色地提醒：“孵化过程中涉及生物安全，为了禽苗
安全不建议参观。”

参观一圈下来，老涂觉得这家公司挺“专业”，应
该靠谱。在“业务经理”推荐下，他当场签了合同，订
购了 2300只鸡苗，共花费 1.5万余元。合同中约定，
待鸡苗精心饲养健康成长为成品家禽后，公司按一
斤18元的价格回购肉鸡。“我只交苗钱，人家送设备、
送技术，还包回收，几个月就能赚好几万块钱。”老涂
喜滋滋地想。

几天后，一名自称“技术员”的人带着鸡苗送
货到老涂家中，还帮忙搭建养殖大棚，给大棚接了
十几个白炽灯泡。然而，就在“技术员”走后第二
天，老涂发现这批鸡苗不对劲，都病恹恹的，没多
久就成批死亡，“一天死成百上千只，光埋死掉的
鸡苗就挖了七八个坑，这都是钱呢！”老涂心疼不
已。他联系“技术员”和“客服”，得到的答复都是：

“养殖方法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可以补苗，
但是钱退不了。”一个星期后，2300 只鸡苗全部死
光。老涂反复拨打经营部的联系电话，对方还是
和之前一样的说辞，最后干脆不接电话或关机。
老涂越想越不对劲，于 2022 年 5 月拨打 12345 政务
热线举报。

“事实上，老涂的来电是2021年6月以来我们接
到的第 7通类似的举报电话。”浏阳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蔺春文告诉记者。

据介绍，被举报的公司除了宏辉家禽经营部，还
有浏阳市泰品农业有限公司。经调查，被举报的两
家公司实际由同一群人经营，且两家公司都是注册
运营几个月后即被注销。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举报
背后或许不仅是动物检疫和禽苗违法问题，还可能
隐藏着更复杂的骗局。

2022 年 5 月，浏阳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将该案移
送至市公安局。经侦查，以张某某、胡某某为首的
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共 21人，在湖南省浏阳
市、常德市、长沙市长沙县等地注册多家公司，向 75
名农户销售问题禽苗（含鸡鸭鹅苗），截至案发时，
该诈骗团伙非法收入达 298 万元。“实际上，老涂以
每只 6 元多购进的鸡苗，是骗子以 0.6~0.8 元进货的
低质量鸡苗。这些鸡苗体质差、没有饲养价值，一
般用来喂养甲鱼或鳄鱼。诈骗团伙注册的公司是
空壳公司，公司内部孵化室里摆的都是杂物和一些
坏掉的孵化机器。”浏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中队长
熊章介绍。

2023年 10月，浏阳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对
该犯罪团伙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张某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胡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
两个月。目前，该案进入二审阶段。据警方介绍，截
至目前，已为受骗群众追回款项256万元。

“事实上，我们日常接到的订单农业相关问题线
索基本都以民事纠纷为主，涉嫌违法犯罪的并不多
见。但凡是故意坑害农民的，我们都要坚决打击，联
合多部门力量，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查处。”当地农业
执法人员表示。

农业执法人员提醒，尽管“订单农业”骗局发
案率不高，但涉及领域较为广泛，仍需农民群众提
高警惕。例如，5 起“订单农业”坑农诈骗典型案例
中，就涉及畜禽养殖以及食用菌、高粱种子种
植等。

警方介绍，典型的“订单农业”骗局套路基本相
同：骗子们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技
术、包饲料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
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
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
为理由拒绝回收。总之，骗子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
个——高价售卖廉价劣质禽苗或种苗，至于其承诺

的回购义务，几乎无法履行。

“订单农业”骗局有哪些新花样？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盯上，种

植大户、农资店卷入利益链

8月，江西省赣州市的百万亩脐橙长势旺盛。家
住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镇上排村的脐橙种植户谢树
亿一边巡视自己的果园，一边向记者讲述了他 2022
年险些受骗的经历：“两年前，一个骗子用几桶肥料
就跟我订了几万斤脐橙，我连定金都没要就跟他签
了约，差点被骗。”

谢树亿今年 43 岁，有一个占地 36 亩的脐橙园，
园内共有 1000多棵果树，眼下树上挂满了比网球还
大一圈的果子。“现在这果子还是青色的，到了 10月
就会逐渐变成橘红色。9 月底老板们会到园子里挑
果子、下订单，种植户只要在11月果子成熟时按照老
板的要求发货就行。”谢树亿说，2022年 9月，正是各
地销售商到赣州集中订购脐橙的时节，他认识的农
资店经营者彭某向他推销一种肥料，承诺用了这种
肥料，脐橙就是富硒产品，能卖高价。肥料生产企业
不仅高价回收脐橙，而且“肥料钱可从脐橙收购定金
中抵扣”。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谢树亿从警方那里得
知，这其实是个骗局。

被骗的不止谢树亿。2022 年 9 月，一个举报电
话打到赣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赣县大队。“我
家果园的脐橙用了一种多肽酶硒肥之后落果、落叶，
现在肥料的生产企业不肯负责，介绍我使用这种肥
料的小彭也不管，我要投诉。”来电的是王母渡镇龙
潭村的柑橘种植户、71岁的老李。

赣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赣县大队会同赣
县区果业中心工作人员到老李的果园一看，这种多
肽酶硒肥呈深棕色，是用简易塑料桶装的。老李拿
出合同说，赣州某果业公司声称只要他使用这种肥
料，该公司就以每斤 2.9元的价格收购他种的 6万斤
脐橙，肥料款折抵脐橙收购定金。“肥料标价每公斤
460 元，我买的 5 桶肥料折 1 万多元，可以用脐橙抵
账。”老李表示。

普通的叶面肥价格在每吨2万元左右，老李购买
的肥料单价每公斤 460 元，意味着一吨价格为 46 万
元！执法人员惊叹：“卖出天价了。”可贵有贵的道
理，这肥料简直“包治百病”——在该肥料的标签上
写着几句不太通顺的介绍：“对水稻、蔬菜、水果、茶
叶及药材种植上使用蛋白肽硒，同时，对上述种植产
品的防虫防病十分有效”“抗氧化性强，可延长水果、
蔬菜、水稻等农产品的保质期”“减少和祛除果蔬饮
料防腐剂”……

“标签不仅说得邪乎，而且驴唇不对马嘴，从包
装上看，这肥料很可疑。”赣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副支队长胡柏森说。经抽样送检，这种“神奇肥
料”的真面目让人大跌眼镜——该液体除了含有微

量硒元素之外，标签上的其它成分都微乎其微，且该
肥料未取得肥料登记证。最终农业农村部门依据检
测结果认定涉案肥料为劣质肥料产品。

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案件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
进一步查处。随着警方的侦查，案件真相也被揭开：
担任某果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廖某，也是另一家肥料
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某果业公司达成合作
协议，销售他生产的多肽酶硒肥。其实，这种多肽酶
硒肥只是用洛神花的花瓣加酵母发酵得出的棕色液
体，然后再兑含硒药剂。在赣南脐橙签约季，果业公
司以“先用肥料，后付款”为噱头，大量与脐橙种植户
签约，用肥料折抵部分货款。为了博取当地种植户
的信任，该公司雇佣 10余名业务员通过微信或走街
串巷的方式拉拢当地种植大户和农资店经营者帮助
其营销，并承诺根据肥料销售情况提成。

在王母渡镇经营农资店的彭某就是该公司拉拢
的当地人之一。彭某听信了该果业公司业务员对肥
料的吹嘘，利用自己经营农资店的人脉向当地种脐
橙的老表们大力推销这种肥料，谢树亿、老李等人都
是在他的推荐下使用该肥料。上排村村民老曾也听
信彭某的推销与某果业公司签约。“我去签约的时候
人多着咧！有熟人介绍，这么好的肥料先用后给钱，
而且老板还高价订果子，这不是好事儿嘛！”老曾说。

根据警方侦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该果业
公司在赣州各县区成立十余家分公司，与500余个果
园签订合同，几乎覆盖全市所有赣南脐橙种植区域，
涉及 260多万斤优质赣南脐橙，总货款过亿元，涉案
劣质肥料的总货值为1100余万元。“虽然签订了这么
多订购脐橙的合同，但该果业公司账目上并没有钱，
甚至公司办公场所还欠着租金。”赣州市崇义县公安
局森林分局主办该案的民警劳娜峰表示。

赣南脐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赣州市
柑橘种植面积 239 万亩、产量 216 万吨，其中脐橙种
植面积 193 万亩、产量 185 万吨，脐橙是当地果农的

“致富树”。在本案中，订购脐橙的某果业公司根本
没有支付货款的能力，如果用价格虚高的肥料来抵
扣货款或者让种植户按虚高的价格支付已使用的肥
料钱，都将给种植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这
些喷了劣质肥料的脐橙被打上“富硒橙”的标签高价
售卖，对当地脐橙声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受脐橙种植周期影响，这些订单合
同到11月脐橙成熟时才开始履行。而在当地农业执法
人员和警方的及时介入下，廖某本人在2022年9月底已
到案，农户没有实际损失。廖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被立案侦查，目前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

“这个骗局与传统的‘订单农业’骗局不同。
大多数‘订单农业’骗局都是卖种苗，而且都是远
程行骗。但这个骗局罕见，不仅向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下手，而且将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资经营门店拉入利益链条，只盯着我们这一个地
方作案且涉案金额巨大。虽然犯罪嫌疑人最终没
有得手，但需要警惕的是，从该案可以看到‘订单
农业’骗局已有新趋势。”崇义县公安局森林分局

局长赖海龙介绍。

假订单背后的骗子什么样？
——有的骗子苦学套路，有的骗子

热衷忽悠

打着“订单农业”幌子的坑农骗局，为何能够频
频得手？记者试图从幕后的行骗者身上找寻答案。

在浏阳市行骗的张某某、胡某某等21人相当“专
业”，他们不仅分工明确，还有一套专业的诈骗话术
及行骗流程：团伙成员分别担任“公司法人”“业务经
理”“话务员”“财务”“技术员”等职务，该团伙发布虚
假宣传的短视频并留下联系电话后，“话务员”负责
接听电话，引诱群众上门了解情况；“业务经理”负责
现场接待群众参观厂房、诱导当事人签订合同，再把
人带到“财务”处交钱；“技术员”负责送货上门，提供

“技术指导”。
诈骗团伙主犯之一张某某供述，2021 年他在老

家偶然打听到利用家禽公司从事“订单农业”诈骗能
赚钱，便自学了诈骗套路。来浏阳市后，他花10余万
元租赁了厂房，装修成禽苗养殖大棚，又添置了一些
坏掉的废旧设备作为摆设。场地搭建好后，张某某
开始招募业务员。人手一到位，张某某便开始从孵
化场以每只0.6~0.8元的成本购买廉价、劣质禽苗，并
以每只 1.8 元的价格卖给各业务员。业务员继续向
农户抬价出售禽苗，签订虚假订单合同，赚取利润。

张某某称，2021 年因公司遭到众多维权农户举
报，自己觉得撑不下去，就注销了公司，打算放弃诈
骗。然而，因为经不住暴利诱惑，张某某又在老家

“四处请教”，在总结“经验教训”后，2022年“重操旧
业”，成立新公司继续诈骗。

“诈骗团伙几乎都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但
精通骗术，非常狡猾，善于吹嘘、引诱，让农民群众防
不胜防。”办案民警表示。

家住浏阳市古港镇的老孔也是这起诈骗案件的
受害者。他回忆称：“当时送鸭苗上门的‘技术员’调
子高得很，在家里白吃白住了三天，没教啥技术，还
让我买了几千块钱的鸭苗‘肠道用药’，说拌到饲料
里吃能防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药水瓶子上连标
签都没有。”

相比之下，在赣州市某果业公司以“订单农业”
为名生产销售劣质肥料案中，犯罪嫌疑人廖某更擅
长包装自己和产品。

廖某今年62岁，大专学历，近几年围绕洛神花这
种植物开始创业，曾用洛神花发酵出来的液体酿酒、
制作食品，但都没有销路。于是，他将这种液体包装
成高档肥料进行营销。

“他戴着眼镜，聊起肥料侃侃而谈。每说几句话
就会吐出一些名人或专家名字，暗示这些人都是他
的朋友，经常和他见面。他还说赣南脐橙以前营销
做得不到位，如今有了他的策划，一定会进一步做大

品牌。”胡柏森告诉记者。
令办案民警和执法人员印象深刻的是，廖某信誓

旦旦地保证多肽酶硒肥安全可靠，甚至向干警和执法
人员表示：“多肽酶硒肥的原材料是洛神花，这花神奇
得很，能当补品。不信你们可以喝一口我这里的洛神
花水试试看。”然而，警方调查发现发酵洛神花水的场
所十分简陋，只是廖某租赁的老旧院子。这个院子里
摆着数十个塑料大桶，每个桶里都放着用洛神花发酵
的液体。一走进小院，就能闻到浓浓的发酵味道，而
且廖某夫妇养的鸡还在院子里满地跑。“生产条件之
简陋、卫生条件之差令人瞠目，而且完全不符合正规
肥料的生产要求。”劳娜峰表示。

同时，某果业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虽然公司没钱，
但他已联络到有实力的投资人，这些订单一定会按
期付款。“他们说了几个有意向的投资人，我们都去
调查过，人家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别看廖某本人
端着‘业内专家’‘成功企业家’的架子，但我们查到
廖某本人债务缠身。可受害人都是当地农民，怎么
能看穿这套把戏呢？”劳娜峰说。

如何分辨订单农业的真假？
——认清真正的订单农业特征，莫

轻信高价回收

那么，真正的订单农业又是什么样呢？
根据原农业部印发的《关于发展和规范订单农

业的意见》，订单农业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按照与农产品购买者签订的契约组织安排生
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真正的订单农业与“订单
农业”骗局之间有何区别？农户又该如何识别呢？

在江西省某果业公司以“订单农业”为名生产销
售劣质肥料案中，险些上当的谢树亿回想：“其实我
当时也疑惑过，这么贵的肥料，包装也太简陋了，有
些不合理。我怕肥料有问题会对树造成损害，所以
没有按照使用说明喷洒。使用说明写着这肥料要按
照 1∶500兑水喷洒在柑橘树上，我实际上按照 1∶800
的比例兑的水，反正也没有人盯着。”

以订单农业为主要业务的山东省潍坊市某公司
负责人张银先告诉记者，在真正的订单农业中，农户
不可能这样随心所欲地调整种植或养殖方法。首
先，公司选取合作农户时会对该农户进行评估，“主
要是考察种植户的种植规模以及其承包土地的土壤
质量。如果种植规模小，我们不值得与之合作；如果
土地土壤有污染，对作物也会有影响。”其次，公司会
对产品生产的全流程进行监控，用药、用肥都必须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我们公司会派驻监督员全流程监
督生产情况，别说不用我们提供的药、肥，就是用法
不对、比例不对也可能构成违约。毕竟我们的客户
对产品要求高，我们向客户供应的蔬菜要进行225项
检测，主要是农残检测。那么，我们对生产订单的农
户自然有相应的要求，必然有品控手段。”

另外，在众多“订单农业”骗局中，“高价收购”都
是行骗关键词。“我们是商家，所以订制农产品的价
格一定与市场价格相差不远。要是订单价格畸高，
我们的利润如何保障？”张银先说。

在浏阳市张某某、胡某某等 21人以“订单农业”
为名实施合同诈骗案中，与公司签约的 75名农户分
布地域十分广泛，分别来自四川、江西、甘肃、湖南等
8个省份，这也不符合养殖类订单农业的属性。“养殖
的关键是销路和成本，如果涉及长途运输回收，一定
要谨慎。因为长途运输活禽容易死亡，风险很大，其
种苗长途回收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因此，真正的订
单农业公司都是和附近的农户合作，通常不会横跨
几百公里远距离合作。”浏阳市农业执法人员介绍。

办案民警、农业执法人员提醒农户，签订订单农
业合同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合同约定模糊的不予考虑。一般情况下，
在“订单农业”骗局签订的合同中，总是将农户责任
约定得清晰明确，但公司自身责任很模糊，发生纠纷
后以农户违约在先为由为自己开脱。例如，在浏阳
市的这一起诈骗案件中，一位受骗农户给记者展示
的禽苗订购合同中约定：“乙方引种后要精饲养、勤
管理，按照甲方规定管理预防、养殖用药流程实施，
及时打好预防针，如有违背造成禽苗死亡及损失，乙
方自己承担，及合同终止。”这样的条款其实已经将
禽苗死亡的责任推卸给农户。

其次，对于一些特色产品和本地未规模生产的
产品，必须持谨慎态度，在签订合同前可以咨询当地
农业农村部门、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等，注意是否适宜
当地气候等自然条件，防控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对
于订单合同中卖方提供的种子、种苗，必须核查其许
可证照、检疫证明或编号，主要农作物品种还要核查
是否已通过审定，注意控制种苗来源质量风险。

第三，千万不要相信高价回收的说辞，订单农业
的回购价格应该是市场价格。对回购价格明显高于
市场价的订单农业邀约，要格外谨慎。

第四，由合同方提供的疫苗、兽药、饲料、肥料、农
药等投入品，农户需核查生产企业资质、产品登记号、
批准文号等，注意防范不符合质量规定的投入品。

另外，行骗者为了逃避合同责任、躲避追债的受
骗农户，经常频繁注册、注销公司，或更换公司名称
和办公地点，所以农户在寻找订单农业合作伙伴时，
应尽量考察公司的存续时间及商业信用。

“现在再看到高价回收鸡苗的广告，我根本不敢
信了。踏踏实实赚的钱，总好过一本万利的买卖。”
老涂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整治
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受违法行为日趋隐
蔽、相关行骗手段不断翻新等因素影响，以“订单农
业”为名设骗局坑农违法行为仍有滋生空间，打击此
类违法行为是一项长期任务。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巩固整治工作成果，不断健全
完善长效机制，坚持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和加强指导
服务两手抓，切实保护好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也提
醒广大农民群众在发展产业中增强防骗意识，不要
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合同骗局，遇有疑问可及时向乡
镇政府和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咨询，寻求
指导帮助。

订单农业本是助力
农产品产销对接、保障
农民收益的有效形式，
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当成
幌子，设骗局坑农。“订
单农业”骗局是怎样给
农民下套的？如何脱掉
骗子的“马甲”？订单农
业的真假又该如何分
辨？日前，记者赴农业
生产一线采访，试图揭
开“订单农业”骗局背后
的真相。

江西省赣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赣县大队执法人员在现场勘验脐橙用肥后的情况。 何昭明 摄

湖南省浏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乡镇政府
工作人员，来到诈骗团伙开设的家禽购销场内进行执法检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