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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肥料销售旺季，常会有一些
农资销售团队，纷纷进村下乡，到
村里给农户推销所谓的低价、高科
技化肥。经有关部门检测，这些肥
料中有的存在营养元素含量低于标
准和冒用、伪造肥料登记证等问
题。这些人常被称为“肥料忽悠
团”，他们不仅扰乱了肥料市场秩
序，更是损害农民的合法利益，更
进一步危害农业生产的安全平稳进
行。

案例一

2023 年 2 月，山西省长治市沁
县农业农村局接群众举报，疑似某
农资“忽悠团”在该县举办肥料产
品展销会。经沁县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执法人员实地核查并依法抽样送
检，发现该县某化肥公司推销的肥
料产品“功能性颗粒水溶肥”未取
得肥料登记证，且产品质量不合格。

经立案查明，至案发时，当事
人共销售涉案肥料 5.62 万公斤，销
售金额16.84万元。因当事人的行为
涉嫌构成犯罪，2023 年 3 月，沁县
农业农村局依法将该案移送沁县公
安局，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对当事人进行立案侦
查，查明当事人在全国 10 余个省份
销售涉案劣质肥料，涉案金额达
2000 余万元，目前已抓获 2 名犯罪
嫌疑人。

案例二

以蔡某为首的 12 人销售团伙，以每
包 30 余元的价格购进一批肥料。然后租
用酒店，以开办农业技术培训班的形式，
派车接送农民，集中“授课”，大力宣传他
们的肥料有特殊作用，将价格虚高至每包
170元，再以买10包送5包的方式出售，共
销售了 600 余包肥料。据有关部门检测，
该团伙销售的 3 个肥料产品中，两个“微
生物菌剂”检测不合格，一个“营养功能
肥”没有肥料登记证。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暴利让“忽悠团”屡禁不绝

记者了解到，这类“忽悠团”活动
地点大多选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村
庄，在农闲时节卖“保健品”，在农忙时
节则卖各类农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卖一次换一次品牌”是他们的主要特
色。虽然经过多年来执法部门的严厉打
击，但面对暴利，仍有不法分子“铤而
走险”，游走在法律边缘。他们推销的产
品往往是没有登记证的违法产品，产品
的质量更是堪忧。有的肥料产品包装上
标记的营养成分与实际的含量相差甚远。

在推销模式上，他们往往采取现场
推销模式，号称有农业专家到场讲课，
还特别说明，会上只讲技术，不卖货。
可到了现场，他们的“专家”则是句句
不离产品，以各种优惠活动“忽悠”农
民大量购买，还会免费送货上门。等农

民使用产品后才发现效果与推销所说
的完全不同，甚至根本没有效果。有
的产品还因为虚标含量，使得农民在
使用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直接危害
蔬菜、粮食的生长。“忽悠团”便是通
过这种方式销售假冒伪劣。由于这种方
式与大部分正规企业推销产品的模式相
似，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也给监管带来
了挑战。农民见的“忽悠团”多了，防
范心也高了起来，对一些正规公司也感
到了怀疑，从而让好产品的销售也受到
了影响。一位肥料生产商说：“这些

‘忽悠团’屡禁不绝，危害的不仅是菜
农，也让我们这些合法合规企业深受其
害。举办一场销售活动，有的菜农就认
为我们也是在“忽悠”。结果就是好的
肥料也销路堪忧了。”

打击假冒伪劣农资
尚需多方齐心协力

“忽悠团”的骗术之所以能够成
功，无非是以下几点。一是“口若悬
河”的推销人员，在推销会现场东拉
西扯，把农民的注意力分散开，不让
他们揪住产品质量、效果不放，而是
大谈特谈产品的科技含量、优惠力
度。二是抓住了不少人贪便宜的心
理。农村的青壮年外出的多，而留下
的往往是老人和妇女。在“忽悠团”
大肆宣传下，一些人贪图推销会上的
小利小惠而上当受骗。一些农村肥料
市场秩序混乱、监管乏力，换包装、

偷含量、傍名牌、套洋名屡见不鲜。
国产肥料仿进口肥料、傍知名品牌肥
料、有机肥料仿生物肥料、以“硝酸
铵钙”冒充尿素、有机肥使用工业废
弃物作为原料……假劣肥料泛滥，在
坑农害农的同时，对正规厂家的市场
造成严重挤压。一些不法商家虚假宣
传误导农民，少数商贩恶意坑农，农
民无从辨别真伪。

肥料质量的优劣与使用是否合
理，不仅影响农作物生长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而且影响生态环境。提醒广
大农民，一定要到合法正规、证照齐
全的农资经营单位购买肥料，同时注
意索要保存购货发票。不要贪图便
宜，轻信走村串户的推销者，对于折
扣、优惠力度大的促销活动，要提高
警惕，避免上当受骗。若是在村里遇
到类似“肥料忽悠团”，要及时向农业
执法部门举报。

建议逐步理清农资供货渠道，对
于假冒伪劣产品打击一批、曝光一
批，市场监管执法更要延伸到基层。
进一步规范理赔制度，农民、种植大
户在经销商处购买农资时应签订责任
书，或赔偿协议，便于出现纠纷时追
责。建议农业部门多组织技术培训，
引导农民和种植大户使用新型肥料。
相关部门对化肥进行统一的认定和标
识，让假劣化肥“现形”。加强宣传引
导和技术培训，帮助农民合理购买、
使用化肥。

近期，河北、河南、江西、贵州等多
地发布农资打假典型案例，严厉查处
了一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的违法案
件，有效净化了农资市场环境，维护了
农民合法权益，保障了粮食生产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

河北省

河北新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
对河北源益肥业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
合格复合肥料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该公司被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的复合
肥料，并被罚款8640元、没收违法所
得480元，罚没款合计9120元。

据有关证据材料，N-P2O5-K2O
单项含量均达到技术要求，外包装袋
标明总养分含量≥40.0，实际检验结果
为38.9，未符合产品表明的技术要求
被判为不合格。

河南省

8月 30日，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某
肥料厂假冒制造“黄麦岭”牌磷酸二铵被
依法查处，涉嫌犯罪分子赵某林已经抓
获归案。

2022年9月18日，黄麦岭控股集团
接到举报，在安阳市殷都区北蒙街道某
种植大户程某仓库内发现疑似假“黄麦
岭”牌64%磷酸二铵（18-46-0）产品。经
黄麦岭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包装标识及产
品合格证等实物，并与黄麦岭磷酸二铵
包装进行详细对比，发现该批假冒64%
（18-46-0）磷酸二铵包装整体高度一
致，但细微之处又有明显差别，初步判定
为假冒产品。到案发为止，安阳内黄某肥
料厂总共制造假冒“黄麦岭”牌磷酸二铵
520袋，涉案金额9.36万元，执法人员对
被查获的假化肥进行了就地扣留转移。

江西省

6月 12日，江西省乐平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
人员在乐平市浯口镇日常执
法巡查中发现，有植保无人机
在浯口江村水稻田喷洒作业，
喷洒作业的农药“全钻”阿维
菌素和“五岳盟主”阿维菌素
登记的使用范围均未包含水
稻，属于不按照农药的标签标
注的使用范围使用农药。经立
案调查，该涉案农药是乐平市
占某华农资店负责人占某华
提供，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之规定，乐平市农业
农村局对当事人占某华予以
警告，并处人民币 5000 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贵州省

近日，贵州湄潭公安成功侦破一起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化肥）案，涉案金额
26.73 万元，扣押涉案微生物复合肥料
13.76吨，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经查：2022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购买原料、定制包装袋、虚构登记证号，
组织工人在无生产资质、技能、检测设备
的湖北随州某公司内生产有机肥料，并
取名“施特富微生物复合肥料”。同年6
月，相关涉案人员在产品未经过质量检
验检测、未取得合格证明的情况下，组建
销售团队，安排专人向贵州等地的农村
及偏远地区销售肥料，采取虚构、夸大产
品功效，提供虚假质量检测报告的方式
诱导有购买肥料需求的农民及商户购买
该劣质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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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农药打假 全国多地重拳出击

涉案金额高 恶劣影响大
警惕“忽悠团”推销假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