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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文件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聊 城 市 公 安 局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聊城市供销合作社

聊农字〔2023〕 4 号

关于深入推进
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中心）、市农业农

村局开发区和高新区分局、度假区农业农村局，法院、检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供销合作社：

为贯彻落实好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2023年全国农资打假

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农质发〔2023〕2号）、省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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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关于转发农质发〔2023〕2号文件全力推进农资打假和监管

工作的通知》（鲁农质监字〔2023〕2号）文件精神，切实维护

农民合法权益，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结合全市农

资打假和监管工作实际，聊城市农业农村局、法院、检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供销合作社七部

门联合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合力推进农资打假工作共管共治。以治理突出问题和

防范风险隐患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打防结合、

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原则，狠抓农资市场监管，确保农资质量

可靠、市场稳定。农业农村、法院、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市场监督管理、供销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加强

农资打假工作信息交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

办案、跨区协查的工作机制。畅通农资打假举报电话、网络举

报信箱等投诉渠道，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资打假的良好

氛围。

二、深入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不断优化农资市场秩序，完善监管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农资领

域各类专项治理行动。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推进肥

料、种子、农兽药等农资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供销部门要

加快农资物联网应用推广，引导供销系统扩大中国农资质量追

溯平台应用；公安机关要按照“昆仑 2023”专项行动要求，联合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瘦肉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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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法院要抓好涉农资领域案件办理，持续提

升审判农资打假刑事案件能力；检察机关要依法审查逮捕、起

诉制售伪劣农资案件；市场监管部门要将打击假劣化肥纳入“铁

拳行动”方案。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组织开展农膜联

合监管执法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生产销售非标地膜和不按规定

回收废旧地膜等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门要联合公安机关、市

场监管部门开展农资打假“净网”行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媒体

曝光、投诉举报等线上违规行为。

三、切实保障优质农资供应。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要围绕“放

心农资进乡村 稳粮增收惠农民”为主题，联合创新性开展放心

农资下乡进村活动。通过现场咨询、培训、网络直播等多种方

式，构建以农资连锁、配送、直销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农资经

营网络,切实畅通绿色优质农资供应渠道。做好种子、肥料、农

药、兽药、饲料及复合肥料、磷肥、氮肥、钾肥、有机肥料、

泵、机动脱粒机、玉米联合收割机、农用地膜灯塔 9 种农资产

品的质量监督抽检工作，探索对线上农资开展抽检，同时将群

众投诉举报、新闻媒体曝光、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的企业和产品

列为必检对象，对不合格产品要跟进执法查处。

四、强化农资打假宣传培训和督导检查。普及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等法律法规，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宣

传农资打假工作成效，普及农资法律法规和打假维权知识。在



— 4—

农资交易市场、农资门店、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人流量大的地方，

采取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标语、播放短视频等方式，全方位宣

传。各部门要以较真碰硬、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春耕备耕、春季

田管、三夏、秋冬种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对农资打假工作的督

导指导力度。通过不定期检查、暗查暗访、飞行检查等方式，

严厉打击“躲猫猫”、“打游击”等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加强绩

效管理，在质量强市、“双打考核”中融入农资打假指标，强化

工作落实。

附件：

1.关于转发农质发〔2023〕2号文件全力推进农资打假和监

管工作的通知

2.关于印发 2023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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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公安局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聊城市供销合作社

2023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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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 东 省 公 安 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鲁农质监字〔2023〕2 号

关于转发农质发〔2023〕2 号文件

全力推进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渔业主管局、法院、检察院、工业和信息

化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供销社:

为深入推进 2023 年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加强农资监

督管理，强化供应质量，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力维护农民合法权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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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2023 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

工作要点》，现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

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不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要坚持“标本兼治、打防

结合、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原则，明确职责定位，不断加

强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和区域协同，合力推进共管共治。进

一步健全形势分析、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执法协作机

制，强化从源头到田间全链条各环节监管，加大协同打击力

度，形成打击“组合拳”，稳步推进全省农资打假和监管工

作再上新台阶。

二、不断健全农资监管工作机制。农业农村、市场监管

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严格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强化

源头审批把关，加强证后监督检查，规范农资经营主体，坚

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经营行为。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继续推进肥料、种子、农兽药等农资质

量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供销部门要强化农资流通主渠道作

用，进一步加快农资物联网应用推广，积极引导供销系统扩

大中国农资质量追溯平台应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积极探索农资信用管理和行业自律，逐步完善农资违法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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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加大专项行动工作力度。各有关部门要畅通农

资打假举报电话，严格落实首接负责制，畅通问题线索移交

渠道，严禁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现象。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

种子、肥料、农药、农兽药、饲料等热销农资和监管重点，

盯紧城乡结合部、农资经营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对辖区内全

部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集中开展一次春耕农资拉网式

排查，持续对农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农

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农膜

联合监管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生产销售非标地膜和

不按规定回收废旧地膜等违法行为。加强农资领域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人民法院要抓好涉农资领域案件办理

相关文件的贯彻落实，持续提升审判农资打假刑事案件能力

水平。检察机关要依法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制售伪劣农资案

件，切实保障农资安全。公安机关要按照“昆仑 2023”专项

行动部署要求，联合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正在开展

的打击危害粮食安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大对制售假劣农

资、“瘦肉精”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切实形成有力震慑。

市场监管部门要将打击假劣化肥纳入“铁拳行动”方案，严

厉打击制售假劣化肥产品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联

合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强化互联网农资监管，组织开展

农资打假“净网”行动，对媒体曝光、投诉举报等发现的线

上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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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推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农业农村、供销部门

要联合行动，围绕“放心农资进乡村 稳粮增收惠农民”主

题，结合实际、注重实效、面向农民、深入乡村,创新性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要加强农资打假

宣传培训，畅通绿色优质农资供应渠道，引导农民合理购买、

科学使用农资,提高农民群众质量意识和维权能力,保障农

民权益。

五、切实用好绩效考核指挥棒。省直部门将按照国家部

署，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科学设置质量工作考核、

平安中国建设考核中农资打假指标，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

各地要科学设置绩效考核中农资打假指标，客观反映农资打

假日常工作开展情况、执法办案成效等，推动各项农资打假

和监管工作目标落实落地。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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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2023 年 4 月 28 日

公开属性：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印发：2023-04-28

























抄送：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