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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一家农资经营部，农民在购买化肥。

春耕买农资不想被“忽悠”
这份注意事项要收好

眼下，全国春管春耕工作由
南向北陆续展开。同时也是购
买种子、植保产品、肥料等农资
的高峰期，农资“忽悠团”趁机流

窜，以花样百出的方式，兜售假
冒伪劣农资产品，从而谋取高额
非法利润。那么，如何识别农资

“忽悠团”和假冒伪劣农资？

随着春天农耕季节的到来，农资产品也开始
慢慢进入销售的旺季。近日，笔者联系了执法工
作人员，他们结合以往的投诉和实际经验告诉农
户，购买农资产品时要多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以免
上当受骗。

一、看包装。化肥的包装是纤维编织包装，高
浓度复合肥或单元化肥应内衬聚乙烯膜袋，以防吸
水受潮。包装袋上要有养分含量、水分含量、生产
许可证编号、产品合格证、质量执行标准、生产厂家
及厂址、联系电话等。部分经济作物（如果树、茶
叶、烟叶等）不能施用含氯的复合肥料，购买时要特
别注意包装上的说明。

二、看颜色和形状。如碳酸氢铵是白色细粒晶
体，尿素是无色针状或棱状晶体，复合肥粒型均匀，
色泽一致，无粉状或少许粉状物，手感颗粒均匀，松
散干爽，不粘手，不结块。如结块说明已吸水受潮，
水分含量已超标；过磷酸钙为灰白色或粒状化合
物，一般颜色越浅、粉状无结块者，养分含量越高，
颜色越深、湿度越大者养分含量越低。

三、闻气味。不同的化肥有不同的气味。如碳
酸氢铵带有氨味；尿素是无味的粒状物，不应有氨
味；复合肥应略带有酸味，放在手上用嘴呼气后观
察，应吸释潮解；过磷酸钙应略带有酸味，不应有刺
鼻的恶臭味。

四、留凭证。购买时要索取发票、质量信誉卡
等其他合法有效凭证，使用时要保留好化肥的外包
装袋，出现问题及时向当地工商、质监部门投诉。

提醒：取得肥料登记、备案的产品可以在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肥料登记管理系统（https://
flyw.agri.cn/publicvue/#/）查询，也可以通过“农
查查”手机App进行查询。查询后，还应该核对登
记的信息和购买的产品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例
如登记的适用范围、养分含量等。

在购买农药方面，要“两看、一对比、一扫
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对比产
品价格，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

1、液体农药出现浑浊，分层或有沉
淀物、絮状物，悬浮剂有严重结块，粉状
农药出现成团结块、捏捻成团，说明农药
质量可能有问题，会造成农药减效、变质
或失效。

2、查看标签上的农药三证，即产品标准
证号、生产许可批准证号及农药登记证号，没
有三证或三证不全都是不合格农药。

3、选购农药时不仅要看农药的单价，还

应对比有效成分含量、包装重量等。一般情
况下，不要购买价格与同类产品存在很大差
异的农药，价格明显低于同类产品的，假冒可
能性较大。

4、每一个农药外包装上都对应唯一一
个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能够查询到农
药名称、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名称、生产批次、
查询次数、质量检测结果等信息，可以判断农
药真假。

提醒：农户可到“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
//www.chinapesticide.org.cn/）”-“数据
中心”-“农药登记”栏输入登记证号查询。

一看种子的包装是否规范，标签是否
完整，包装袋上是否标注了种子类别、品
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
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
地、质量指标、检测日期、质量保证期检疫
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
息代码。

二看种子的大小、色泽、粒型、粒色等性
状来判断种子的纯度。如果种子差距较小，
且很近似，多属纯度较高；反之，纯度低，不要
购买。

三看种子的保存质量，如有霉变、虫蛀、
颜色变暗，说明种子可能已变质，发芽率不会
太高，这种种子不能买。

四要扫描标签二维码，看是否显示品种
名称、生产经营者名称、单元识别代码、追溯
网址等信息，品种名称、生产经营者名称是否
与包装袋上标注的一致。

提醒：网购时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
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线下购买时要注意
索要购货票据，要求标明购买时间、数量、价
格等重要信息，并将购货票据、包装袋、产品
合格证等相关凭证做好留存，以便在出现质
量问题时能够及时维权。此外，平时可多关
注正规种子品牌和经销商发布的购买渠道和
定苗信息。

如遇假冒伪劣种子等农资产品，可拨打
12345或12316进行投诉举报。

假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
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
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劣种子：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质量
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
性有害生物的。

1、警惕陌生“走村串户”的
肥料销售人员。

2、拒 绝“ 免 费 吃 饭 送
礼、低 价 售 卖 ”的 肥 料 推 销
模式。

3、小心所谓“高科技产品”
以及借“专家”名义授课，实则为
兜售肥料的套路。

4、注意识别团伙作案设局
演“双簧”。

购买农药要“两看、一对比、一扫描”

购买化肥注意啥

购买种子要“四看”

什么是假劣种子？

识别“农资忽悠团”

本版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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