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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小惠
吸引人们听免费“讲座”

高焕玉是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
塔前镇大墠村的种粮大户，经营
着 240 多亩土地。2023 年 2月的
一天，正在干活的他突然听到家
门口有人喊他的名字，说请他到
县城一家酒店去听有关化肥的免
费讲解课，还提供午餐，没有多
想，高焕玉就跟着去了。

王海生是乐平市鸬鹚乡杨湖村
的种粮大户，和高焕玉一样，他
和村里其他五六个人也被拉着一
起去了。就这样，整个乐平市近
百个种植户都被拉到了县城里的
一家酒店去听课。根据酒店提供
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授课中，
一名男子反复宣传他们的化肥，
并且鼓动大家购买所谓的“金卡
会员证”。课讲完了，销售团伙开
始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让农民
填表下单。

打着“厂家直销”“送货下
乡”等幌子，通过车接车送、请
客吃饭增进感情，以及买10袋送
5袋的促销政策，销售团伙的强烈
攻势让不少村民购买了大批量化
肥。高焕玉就被忽悠着买了76袋
共3吨多的化肥。

高焕玉说，当天通过请客吃饭
等促销手段，卖了差不多有100多
吨化肥。高焕玉将化肥买回来后
就撒到田里试了一下，化肥一点
效果都没有。

王海生买了15袋化肥，随后
他满怀希望地把这批化肥作为底
肥撒进了农田，结果施肥 20 多
天，苗跟没有上肥料一样，需要
追施含氮量高的肥料。

胡造名字忽悠人
典型的假冒伪劣产品

伪劣化肥不但让农民白花了
钱，还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
响，降低农作物产量，甚至导致绝
收。等到这帮销售团伙再次来到乐
平后，接到举报线索的乐平市农业
农村局执法人员立即赶往酒店。

乐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农资中队中队长廖世
奇介绍，接到举报电话后，他们
第一时间赶往了酒店。“他们当时
正在上课，我们到里面去，有几
个人就往外面跑，他一跑我们更
警觉，就更怀疑这次会议的产品
可能存在夸大宣传。我们就亮证
执法，通过执法检查，发现产品
存在违规，登记违规，擅自修改
了标签，我们马上进行了抽检再

送检。”廖世奇说，这种化肥的外
包装袋的商品名为微生物菌剂

“氨基酸碳肥”，号称有效活菌数
每克大于等于2.0亿，还有钙镁硫
铁锌等多种中微量元素，不但养
分充足，还可以松土养根、保花
保果。那么事实如何？

随后，当地请农业农村部微生
物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及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分别对这种化肥进行了鉴定。结果
显示，该化肥样品所检项目中游离
氨基酸和蛋白质不符合产品标示
的要求，霉菌杂菌数项目不符合国
家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产品。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
席专家杜森介绍，农用微生物菌
剂是一种活体的菌剂，是以微生
物的作用来提供营养，促进作物
生长，和氨基酸碳肥名称不相
符，并没有氨基酸碳肥这样一类
肥料。自己造了一个名字来忽悠
农民，所以说这个产品是典型的
假冒伪劣产品。

依据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
营、使用和宣传肥料产品，实行
肥料产品登记管理制度。记者注
意到，这帮人销售的化肥，包装
袋上确实有登记证号。那么这个
登记证号是真实有效的吗？

杜森介绍，肥料上虽然标注了
肥料登记证，但是在农业农村部
的官网上查，这个登记证是不存
在的。微生物肥料并不含有很多
的养分，功能描述的时候说养分
充足，这些都是不对的，也不能
标注它具有杀虫、杀菌功能。

造假新手段
功能肥料成“忽悠团”新目标

据介绍，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
中，需要无机肥、有机肥和微生
物菌剂三种肥料。无机肥特别是
复合肥料，是农业生产中施用最
为广泛的一种肥料，能为农作物
提供氮、磷、钾等多种必需的营
养元素。调查发现，以往的化肥

“忽悠团”瞄准的多是复合肥，由
于活菌看不见摸不着，近些年微
生物菌剂开始成为化肥“忽悠
团”的新目标。

警方介绍，这个犯罪团伙成员
共有8人，除江西乐平，他们还先
后流窜到江西上饶、浙江、福建
等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
销售的这批假农资的上游生产厂
家为山东辰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当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该
公司生产车间凌乱不堪，化验室

也没有配备专业的检测仪器或设
备，属于“有订单则组织生产、
无订单则暂停生产”的“小作
坊”式企业。目前，从上游生产
企业到终端销售，整条产业链已
被警方依法查处。本案中，8人已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至8年
不等，并处罚金几万至几十万
元，被忽悠购买伪劣化肥的农民
也拿到了相应的退款。

利润驱使“忽悠团”
专盯村里的种粮大户

乐平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主审
法官戴建华介绍，他们对这类案子
做过研判，一般具有流动性、跨地
域性，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般
选择产粮区，粮食的种植面积很
大。在时间上也有选择，一般在春
季早稻播种之前，紧接着要大批量
用化肥了。选择的对象都是各个村
里面的种粮大户。

相关部门介绍，这起伪劣农资
案销售团伙属于非常典型的化肥

“忽悠团”，犯罪团伙通过免费吃
饭等小恩小惠，吸引农民参加

“讲座”，再由不法分子假扮专家
推荐伪劣农资产品，最后利用打
折、促销等话术骗取农民购买伪
劣农资，加上农民使用伪劣农资
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察
觉，因此他们疯狂流窜作案，不
但扰乱农资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还严重侵害农民权益，危害农业
生产。最近几年，尽管相关部门
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但此类
违法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究
其原因，首先就是高额利润促使
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这些不法分子生产的这种伪劣
化肥每吨成本在300多元，但按每
袋 40 公斤 126 元的价格来计算，
一吨就能卖到3000多元，利润相
当惊人。126元一袋的价格比正规
化肥差不多能便宜二三十元，买
一吨就能节省几百元，所以价格
低廉也是农民频频上当的原因之
一。面对假农资屡禁不止的现
状，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最高
人民法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
局等七部门联合部署2025年春耕
备耕农资打假工作。

杜森介绍，在购买肥料的时候
要擦亮双眼，买肥料一定要选正
规的门店，要认准知名厂家和品
牌，质量比较有保障。同时，也
要学一些肥料相关的知识。另
外，要注意购买肥料以后要保留
发票小票，留下证据，以后出现
问题便于追责。

□农资导报报道

安徽芜湖酵素养殖APP陷阱
赵某与宋某某在无实际规模养殖产业支

撑的情况下，联合运营一款APP，通过短视
频平台引流、线下宣讲会造势以及口口相传
等方式，推广APP的酵素养殖项目。他们声
称客户可通过APP购买和认养酵素鸡、酵素
猪、酵素牛等农产品，若放弃实物交易，平
台将代为销售并承诺月利率3.67%-9%的保
本高额回报。该APP共吸引投资高达1.27亿
余元。截至案发，共返还客户 5456 万元，
尚有7283万元不能兑付。2024年 6月，芜
湖市鸠江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对二人提起公诉，2025年二审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分别判处赵某、宋某某
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和十年六个月，各并
处罚金60万元和50万元。

四川“人人树”共享农业骗局
四川等地曾出现一家名为“人人树”的

公司，以“共享农业”的名义，推出一款
“人人树”手机APP在农村地区推广，引诱
农民下载参与。其APP有果树、菜地、畜禽
等产品，不仅能让农民在网上远程种菜、种
果树、养畜禽，还能分红赚钱，每款价格不
同，供会员认购。按照其宣传，认购这些产
品，一年收益可达投资额的3倍之多，这样
的“新型农业”模式已经吸引数万人参与。
四川省自贡市一名参与的农民说，只要不停
地认购，并在微信朋友圈每天发一篇“人人
树”的广告，集齐10个赞就可以提现；介
绍其他人成为会员，还可以获得提成，甚至
能享受500万元/年以上股权分红，配百万
豪车，享受乡村别墅终身使用权。“收益高
得离谱，反正就是要你不断投钱，不断拉人
头发展下线。”但好景不长，该公司APP很
快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客服说是系统在升
级。后来，APP干脆无法下载和运行，公司
也联系不上了。

彭州颐好合作社非法集资案
“彭州颐好合作社”位于成都彭州市，

该合作社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以新建“农
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和“股权投资”等名
义，承诺高额回报，在彭州、德阳等地农村
向农民集资。这家合作社宣称，农民投资1
万元，一个月“收益”就有525元，不仅如
此，三年后合作社将上市，本金能由1万元
翻5倍，达到5万元。此外，会员再发展下线
能增加收益。“合作社说乡村振兴政策好、能
赚钱，利用我们文化水平不高，把我们带到
彭州开会洗脑。”一名上当农民说。他向该合
作社投资2万元，之后提现了一次“收益”，
就再也无法提现，合作社也关门了。

新型农业骗局套路
现在的农业项目骗局已不仅仅是灵芝栽

培、冬虫夏草、药材种植、芦荟种植、大蒜
素加工回收等普通幌子，还出现了不少新型
的农业骗局。

假借政策筹钱：借着乡村振兴政策，以
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合作社发展等理
由，向农民伸手要钱。

“空壳社”圈钱：有些合作社根本没有
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却虚构“盈利”，骗
农民认领股份、入股分红。

虚假销售圈钱：打着商品销售、回购、转
让的幌子，引诱农民参与，实际目的就是圈钱。

“互联网+农业”诈骗：利用电商、手机
App等形式集资，最后卷钱“跑路”。

警惕
“新型农业”骗局 化肥“忽悠团”的坑人真相

每吨伪劣化肥成本300多元被卖到3000多元

□央视新闻报道

近几年，每到春耕春管期间，这样的场景就会出现在一些地方的宾馆、酒店里：一些农
民朋友会被人拉去听课，而讲课的则是一些不法分子。这些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通过虚假
宣传、欺诈等手段，向农民朋友推销假冒伪劣化肥。化肥的好坏、伪劣直接关系着作物的产
量、农民的收入。这些化肥“忽悠团”是怎么忽悠的？他们的作案手法和特点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