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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是一年中重要的田间
管理时期，购买肥料是其中不容
忽视的环节。在购买肥料的过
程中，应当“认清”肥料，以免造
成不可预料的季节性损失。这
里为您整理了一份选购攻略，牢
牢记住“四看四不要”，安心选择
秋季放心肥料。

“四看”

一看化肥经营者的经营资
格，是否有经营化肥的营业执照
等合法手续。尽量选择手续合
法、有规模和有信誉的商店或企
业厂家购买。

二看产品合格证、肥料检验
单，并索取购销凭证（以备出现
肥料质量纠纷时用）。

三看肥料标识，分清肥料类
别和性质，了解肥料的养分含
量、用途、用法、注意事项。国家
规定，肥料必须标明总养分（仅
指N+P2O5+K2O）的含量，不得
将中、微量元素或有机质加到总
养分中。但有关部门检查时发
现，仍有企业将中、微量元素或
有机质加到总养分中，欺骗消费
者。对这种情况，农民兄弟要留

意。
四看肥料

企业是否办理
了有关手续。
例如，使用叶
面肥、微生物
肥要办理农业
农村部肥料登
记证；使用复
混肥料、有机
肥料等要办理
省级肥料登记
证，使用复混
肥料还要办理生产许可证等。

“四不要”

一不要贪图便宜，不顾质
量，购买假劣肥料，以免造成损
失。目前，磷肥、复混肥质量合
格率相对较低，特别是磷酸二氢
钾，标识混乱、假冒产品较多，购
买时要多留神。

二不要看“大”不看“小”。
有些产品为炫耀卖点在包装上
用名牌大字标出，而为应付监督
部门检查，将实质内容用小字标
出。如用大字在显著位置标出

“俄罗斯”，用小字标出“采用”

“原料”等，使人误认为进口产
品；还有的在显著位置标出“硫
酸钾型”，在不显眼地方标出“含
氯”，以达到扰乱视听的目的。

三不要被新概念迷惑。有
些产品打着高科技的幌子，在包
装上大做文章，标以“生物”“活
化”“绿色”等高科技名称，实际
是一般产品。

四不要自认“倒霉”。发现
假化肥或使用中出现肥害等现
象，应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技
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和消费者
协会等及时反映举报。

（据《南方农村报》）

进入秋季备肥旺季，筛选肥
料成为众人关心的问题。此时，

“忽悠团”却瞄准化肥，将其作为
行骗盈利的工具。他们通过冒
充专家、送礼请饭、借“订单农
业”之名等手段，销售假冒伪劣
化肥，导致农户上当、农业生产
受损。

忽悠手法不断翻新

送礼送酒请吃饭，想方设法
骗消费者进套。今年夏管时节，
湖北省通城县查获一起非法销
售伪劣化肥案。据了解，该犯罪
团伙通过免费请吃饭、买肥料送
白酒等手段，吸引有化肥购买意
愿的农户前来“听课”，诱惑他们
购买所谓的“新型肥料”。而他
们口中效果好又便宜的“新型肥
料”，其实是对农业生产造成负
面影响的伪劣产品。

借“订单农业”名义生产销
售劣质肥料。今年7月，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等部门公布5件以

“订单农业”为名设骗局坑农的

典型案例。其中的一件生产销
售劣质肥料案中，犯罪嫌疑人
通过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化
肥经营门店推介，与多名果农
签订脐橙采购合同，将劣质肥
料产品销售给果农用于种植脐
橙，致使脐橙树大量落叶落果，
果农遭受损失。

冒充专家饰演讲师，所谓教
授仅有小学学历。今年上半
年，公安部公布多起化肥“忽悠
团”售假典型案例。有的犯罪
团伙分别饰演讲师、销售员等
不同“角色”，有的犯罪嫌疑人
只有小学文凭，却冒充大学讲师
授课。这些化肥“忽悠团”连

“吹”带“骗”，编造身份假扮专家
都是为了吹嘘假劣化肥产品功
效、性能。

“忽悠团”为何难治

假冒伪劣化肥隐蔽性强，
从购买到被识破周期长。农户
往往在备耕时节就会提前购置
一年的化肥，而等到农作物成熟

才能发现化肥成效如何，“忽悠
团”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差。在上
述案例中有一名种田30多年的
老农民，被假专家骗着买了12
吨劣质肥料，到发现这种肥料肥
效差、效力短时，已经过去数月。

有的“忽悠团”跨省流动作
案，“打一枪换个地方”。一处理
过相关案件的民警介绍，有的化
肥“忽悠团”成员来自多个省份，
通过走家串户进村流窜作案。
他们在销售农资时，往往线上联
系后直接送达，没有开具任何票
据，存在取证难、监管难的问题。

缺乏针对化肥领域的相关
法规，惩戒手段有待完善。食
药环领域业内人士介绍，近年
来，我国在化肥领域的法制建
设稳步推进，种子、农药、饲料
等都有了针对性的相关法规，
但暂时没有专门针对化肥制定
的法规。所以，在对化肥“忽悠
团”等进行打击时，有时只能归
于行政处罚范畴，难以进行有效
的刑事打击。 （据《半月谈》）

全国夏玉米播种结束后，复合肥需
求转弱，业内关注点转向秋季市场。从
原料走势中短线来看，磷、钾保持稳定，
尿素行情震荡；从长线来看，9月份，原
料行情存下滑风险。

与上年同期氮、磷、钾单养分价格在
44-46元不同，今年氮、磷、钾价格有较
为明显的区别。其中，磷依旧最高，单养
分价格在60元；氮其次，尿素当前单养
分价格在50元；而钾最低，仅为41元。

以临沂为例，当地尿素价格在2100
元（吨价，下同）以内。磷酸一铵工厂有
一定的待发订单，7月行情相对稳定。
氯化钾货权相对集中，价格稳定，成交
单议。综合来看，氮、钾单养分价格的
价差在缩小，而磷的单养分价格依旧处
于高位，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复合肥企
业调整产品养分含量的季节性配比，还
有待观察。

秋季小麦肥种植区域相对集中在
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及西
北等地，播种时间集中在10月5日-15
日。其中，江苏、安徽区域稍晚，或至11
月中旬。从常见的产品养分配比看，以
高氮中磷、高磷中氮为主，总含量集中
在42%-45%。结合今年复合肥原料价
格偏高的情况，预计需求或向低含量复
合肥倾斜。当前，42%高磷配方复合肥
出厂价在2400-2500元。

经过夏季集中发运后，复合肥企业
库存多已降至低位。同时，复合肥企业
停车装置增多，产能利用率逐步下滑，
短时建库缓慢，企业轻仓操作明显。这
种情况下，企业间产品新出货价格的价
差缩小，将更利于秋季市场运行，预计
与夏季市场相比，价格会适当上调，但
幅度有限。 （据《农村大众》）

根据2022年3月16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
第536号：自2022年9月
1日起，撤销甲拌磷、甲基
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
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
药登记，禁止生产，自
2024 年 9月 1日起禁止
销售和使用。

也就是说，9月 1日
起，上述四种农药将属于
禁用农药。依据《农药管
理条例》规定，按照假农
药处理。生产、经营和使
用禁用农药，属于违法行
为；构成犯罪的，还要追
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736号，自2024年 6月1日起，
撤销含氧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涕灭
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自
2026年 6月 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这也意味着将有更多高毒农药逐步退
出历史舞台。 （据《农资导报》）

秋季备肥正当时
别被化肥“忽悠团”忽悠了

秋季买肥料，“四看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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