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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栽培几个月，到了收获的
季节却发现“苗不对板”，买的西兰花苗
长大后却“变”成了花椰菜，原来是卖苗
的老板发错了货……近日，四川省彭州
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因发错种苗而
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最终法院判决
种苗卖家退还购苗款8600元，并支付
赔偿金15000元。

买5万株西兰花苗长大后“变”
花椰菜

西兰花因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等，市场销量大，售价也比同一植物科
目的花椰菜高。成都男子黎某从事蔬菜
种植，见到西兰花的价格一路走高，心
动不已的他于2022年底在彭州市濛阳
街道某村租下几十亩土地，花费8600
元向长期合作的蔬菜种子卖家陈某订
购了约50000株西兰花苗。

收到西兰花苗后，他便组织人员栽
种，精心浇灌了几个月后终于迎来了花
期。“有天早上，我高高兴兴来田里看苗
开花情况，但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开出来的花全部都是白色的花椰菜，一
棵绿色的西兰花都没有！”黎某说。于
是，他找到陈某理论，自知理亏的陈某
解释：“实在对不住，肯定是在装车的时
候工人搬运错了种苗。”黎某气愤指责：

“过了几个月，你都没发现苗送错了吗？

早发现早给我说，也不至于耽误时间，还
花费这么多肥料和人力……”陈某连忙
口头承诺赔偿黎某15000元并在次年补
齐西兰花苗给黎某继续播种。可到了约
定时间后，陈某既不赔偿，也未提供新的
种苗，还将黎某的微信拉黑，拒绝接听电
话。黎某心急如焚：“租用的土地即将到
期，就算现在把花苗给我，也等不到收获
的时间了。而且现在西兰花价格开始走
低，市场价远低于之前的价格……”

无奈之下，黎某以公司名向法院起
诉，要求陈某退还购苗款并赔偿损失。

法院：退还购苗款+赔偿
法官提醒：如遇“货不对板”可

拒绝接受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黎某与陈某之

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建
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陈某出售
西兰花苗给黎某，双方确认了货款金
额，黎某也依法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陈
某交付的却是普通花菜苗，明显不符合
合同约定和质量要求。虽然双方达成了
下一季补种的口头协议，但陈某却未继
续履行合同，且现在黎某已无土地继续
耕种西兰花苗，市场行情已产生变化，
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因此法院对黎
某要求退还购苗款 8600 元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对赔偿金已经
达成赔偿协议，因此陈某应按照约定的
期限支付赔偿金15000元。

据承办法官宋朝伟介绍，该案是出
卖方疏忽导致的“苗不对板”。现实中时
常有消费者在网购物品、定制家具时遭
遇“货不对板”的情况。他表示，根据
《民法典》第六百一十条规定：因标的物
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

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
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由出卖人承担。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如遇到类似
情形，要保留好维权证据，如聊天记录、
付款记录、购物页面截图、促销活动宣传
页面等，可以先与商家协商，如协商不成
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莫吃“哑巴亏”，要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来源：长江蔬菜

还敢在微信上“口头”买苗？
出了问题没人管

【事例回顾】
为方便交流信息，每位菜农的微信

上都加入了不少微信群。不少商家和个
人也看准商机，建立了微信群宣传自己
的商品。菜农王师傅在某个微信群内发
布了一条茄子种苗的求购信息，很快就
得到了微友的回复。“我前脚刚发完求
购消息，一位微友私聊我，说他朋友的
苗场正好有这样的苗子，并承诺第二天
就可以把苗子送来。”王师傅随即将自
己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留给对方，并微信
支付了1480元购苗款。

随后，王师傅和妻子就将2300棵
茄子苗定植到了棚内。“过了一周，我发
现有少数茄子苗出现了萎蔫、死棵的情
况。”王师傅绍，接下来，黑心死棵的茄
子苗越来越多，他们夫妇俩每天都在补
苗，棚室茄子苗整体长势参差不齐。发
现死棵问题难以控制，王师傅赶紧联系
帮忙订苗的微友。但此时微友已经把他
拉黑，消失在了网络的那头。

【记者提醒】
每年《北方蔬菜报》都会接到不少

类似的投诉电话，且多以山东省潍坊市
寿光以外种植户为主。他们当地苗场数
量相对较少，出苗量和培育品种难以满
足当地种植户的要求。而微信上的种苗
信息交流群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种植户

选购新品种，临时找苗子或是想尝试新
品种的种植户是微信群内购买种苗的
主力军。记者在此提醒种植户朋友，微
信上买种苗需谨慎，一定要进行确认和
核实，必要时要留下对方的有效身份信
息，切勿口头转账买苗。

小心身边的“万能”业务员
【事例回顾】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洛城街道苏女

士向本报维权热线打来求助电话表示，
她棚内的大棚圆椒悉数上病毒，结出的
果实畸形，既没产量也没品质。而当记
者联系到出售问题茄苗的育苗场时，苗
场负责人却表示，苗场根本没有这个业
务员。

【记者提醒】
当前工厂化育苗的运行模式，苗场

业务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他们今年在这
个苗场跑业务，明年跑到别的苗场，甚
至一名业务员为多家苗场跑业务的情
况也很常见。部分小育苗场尤其是新建
苗场，大都没有自己的成熟品种，养着
固定的业务员成本很高，订单也不够稳
定，于是很多育苗场干脆不找固定业务
员，而是育出苗子来后直接低价交给个
人业务员。这样的模式，虽然使育苗场
节省了成本，业务员增加了收入，但是，
由此催生出了一些专门以倒卖苗子为
业的“万能”业务员。他们往往业务范围

广，关系渠道多，“没有弄不来的苗
子”。他们一般先到菜农处拿下订单，然
后再选择便宜的苗场进苗，更有甚者，
为了得到购苗提成，这些业务员会拿着

“李鬼”充“李逵”，欺骗种植户。
此外，为了迅速打开市场，苗场在

寻找终端代理时，也会从村里找一个有
威望、号召力强的人。这些人在村里开
展业务时，也会先从熟人、亲戚入手展
开动员工作。而有的熟人都是托儿，一
味吆喝品种好，种苗质量高。孰不知，他
根本不管苗子的来源和质量。

记者在此提醒，购苗还要认准源头，
核实育苗的苗场信息是最重要的。正所
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遇到点小问题，
找到源头往往就“事半功倍”。同时，要找
正规的大型苗场对接购苗，即使从业务
员手中购苗，也要通过业务员向苗场核
实，并索要购苗发票或者合同。

购苗没合同
口头“承诺”难维权

【事例回顾】
“我棚里定植的品种明明是黄线

椒，可如今结出的果实却是五花八门，
有黄线椒、绿线椒还有‘辣妹子’、‘杭
椒’，简直一个椒类大杂烩。因品种杂
乱，植株长势高矮不齐，无法统一管理
和销售，严重影响了整茬收益。”种植户
安师傅投诉，他种植的黄线椒品种出现

了问题，结出的果实品类混乱，难以销
售，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得知自己
种的线椒品种不纯，安师傅当即联系订
苗经销商，可左等右盼，对方迟迟不给
处理意见。期间，安师傅曾去对方的门
店讨要说法，但经销商却以去外地出差
为由，闭门不见。考虑到当初是口头订
苗，没有合同保障，也没有收款收据，安
师傅更加坐立难安。后经本报记者反复
协商，菜农终获3500元补偿金。经过此
次事件，安师傅表示：吃一堑长一智，以
后订苗一定要签购苗合同。

【记者提醒】
记者采访时就遇到很多类似案例，

菜农临时买苗，业务员七拼八凑送来苗
子，本来种下的大黄瓜，进入结果期后，
大、小黄瓜都存在。不同的蔬菜品种，不
同的果形、颜色，给蔬菜管理、销售都带
来极大的障碍，严重影响蔬菜效益。菜
农一旦发现苗子存在异常，往往找不到
真正的种苗来源，手头上又无凭无据。
即使通过中介找到苗场后，也多会遇到
推诿责任的情况，最终责任难以判断，
不了了之。

所以，菜农购买种苗时，一定要养
成提前预定，索要种苗合同的习惯。同
时，必须要求种苗合同内容清晰完整，
如公司名称、种苗品种、数量、价格、负
责人签字或者公司盖章等。

本报记者 隋志丹

广告

山东旭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5153623132 400—158—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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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轻信“忽悠经”买苗选正规渠道

5万株西兰花苗“长成”花椰菜
法院：“苗不对板”，卖家退款、赔偿

设施蔬菜发展迅猛，全国各地对蔬菜种苗的需求量剧增。而当前的工厂化育苗模式大大提升了种苗标准化、商品化的水平，给广大的农户提供了很
多便利，几乎所有的蔬菜品类都可以从苗场购买现成种苗。这不仅节约了成本，提高了种苗的成活率，也大大提升了农户的生产效率。可谓一举多得，
各方欢喜。然而，由于成千上万的苗场多如牛毛，种质资源和育苗技术参差不齐，导致种苗性状不稳，表现差异大；以次充好，傍着名牌种苗滥竽充
数；偷梁换柱，“挂着羊头卖狗肉”；育苗企业实力差距大，有的出了问题就跑路，造成农户维权无门……

眼下，又到越夏茬种苗订购的旺季，农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注意避开哪些陷阱？怎样提高辨别优劣种苗的能力？为此，记者总结整理了本报经典
种苗维权案例，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绕开“大坑”，练就“火眼金睛”，买到优质种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