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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汕头市农资打假“双随机一公开”
实施方案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之年。为深入贯彻国家、省有关农村农

业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春耕农

资巡查检查和全年农资打假工作，有效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

农产品安全供给、种业振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统筹兼顾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强化农资监管，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安全优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坚决

查处一批违法案件，端掉一批假劣农资窝点，依法严惩一批

不法分子，公布一批制假售假典型案件，切实规范农资市场

秩序，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为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重点

（一）重点时节

春耕备耕春管和夏种夏管等农资使用旺季要加强农资

产品监督抽查，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全面查找问题隐患，

严厉查处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

（二）重点区域

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农资经营集散地、种养殖生产基

地、菜篮子产品主产区为重点地区，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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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巡查检查、监督抽查、投诉举报等手段，积极查找

问题隐患，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的违法行为。

（三）重点问题

种子：突出季节性种子销售期，重点查处侵犯植物新品

种权、套牌侵权、生产经营假劣种子、未审先推、无证生产

经营、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不规范等违法行为。

农药：重点查处生产经营假劣农药、无证生产经营、超

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标签及经营台账不规范等违法违规

行为。

肥料：重点查处假冒伪造登记证，生产经营的登记产品

中有效成分含量不足、非法添加农药成分、标签标识不规范

等违法行为。

兽药：重点查处生产经营假劣兽药、非法添加禁止使用

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超剂量超范围使用抗生素、直接使用

原料药等违法行为。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重点查处无证生产、生产经营假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非法添加物等违法行为。

三、工作任务

（一）抓实开展农资打假春季专项行动。各区县农业农

村部门要抓紧部署开展农资打假春季专项行动，不定期开展

春耕农资巡查检查，重点围绕种子、农药、肥料 3 类春耕急

需必备物资，集中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农资生产经营

资质是否具备、购销台账是否清晰、产品标签标识是否规范。

市农业农村局将加强飞行检查、暗查暗访，积极查找问题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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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开展。

（二）强化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的原则，瞄准种子质量不合格、农药质量不合格、肥

料有效成分不足、假劣兽药饲料等突出问题，开展质量监督

抽查。扩大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种类、批次，增强监督抽

检针对性、精准度。落实监督抽查结果通报、反馈和共享机

制，及时发布农资消费警示信息，严防假劣农资流入农业生

产领域。

（三）强化农资领域执法办案。充分运用检查巡查和产

品执法抽检相结合、定期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日常执法

与专项整治执法相结合等方式，加大执法检查和违法案件查

处力度，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涉嫌

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持续强化部门协作

配合，充分发挥联合联动优势，进一步完善部门间线索通报、

联合执法、案件协办、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确保生产经营

秩序稳定，保障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四）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组织开展“2022 年

汕头市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通过现场咨询、展

览展示、媒体、派发资料等方式，向农民宣传法律法规，普

及识假辨假和消费维权知识，加强服务指导和培训，提高农

民群众质量意识、维权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把优质放心农资、

绿色防控技术和农业金融保险服务送到乡村，

四、重点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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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5 月，组织开展春耕农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

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

传活动，普及农资法律法规、识假辨假和依法维权知识。组

织开展农资打假联合执法检查。配合做好春季农药、兽药等

农资产品监督抽查工作。

（二）5-8 月，突出经营、使用两个环节，组织开展农

资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配合做好夏季农药、兽药等农资

产品监督抽查工作。

（三）9-12 月，开展秋冬季农资打假工作，重点开展对

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执法检查；

集中查处夏季农药、兽药市场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

农资打假工作，抓紧制定行动方案，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细化任务。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

供销等农资打假协作部门的配合，形成农资打假合力。加强

对农资打假工作的领导，保障工作人员、条件和经费，监管

执法各履其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严格履行职责。进一步建立健全检打联动工作机

制，明确程序、标准和任务要求。检测机构和监管部门在检

测、巡查检查、监督抽查中发现假劣农资线索，要及时报告

执法机构，对执法机构临时送检的紧急检测项目要开辟绿色

通道，尽快检测。执法机构要及时核对物流、通信、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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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确认证据，必要时可提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为行业

管理机构依法监管提供依据。

（三）落实“双随机”要求。要严格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原则组织开展巡查监管。提升农资打假执法工作实效。

对于具有多次违法行为记录的经营户、重点监控的生产经营

单位、某些农资问题突出、反复发生的区域、假劣农资重大

案件多发生地区等重点区域要加大随机抽查频次。

（四）强化信息报送。做好农业执法情况和数据统计、

信息报送、案件信息公开等工作。及时将月报、半年报、年

报和大要案数据信息，经由“广东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

系统”报送，12 月 22 日前报送农资打假全年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