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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谢某华与张某梅系夫妻关系，谢某贵、谢某富、谢某荣系谢

某华与张某梅之子。谢某华于 2010 年 4 月 1 日死亡，张某梅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死亡。1998 年 8 月，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县政府

签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谢某华农户（包括谢某

贵、张某梅）承包所在村三组堰塘湾田 1.09 亩、搭谷嘴田 0.65 亩、

马儿田 0.85 亩、土地岩田 0.16 亩。同时，谢某富、谢某荣分别独立

获得承包土地和县政府签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谢某

华与张某梅去世后，谢某富、谢某荣以享有继承权为由，霸占了谢

某华农户堰塘湾田 1.09 亩不予归还。谢某贵以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返还谢某华农户堰塘湾田 1.09 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判决结果】
谢某富、谢某荣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谢某华农户堰塘

湾田1.09亩。

【律师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

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
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
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
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当承包耕地的农户家
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权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
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当该农户家庭成员
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农村集体成员权为基础，
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耕地应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
行分配，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

本案中，谢某富、谢某荣与谢某华农户已分家，且在本集体经济组
织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谢
某华已分属不同农户，不是谢某华农户的家庭成员。根据上诉法律规
定，谢某富、谢某荣不能以农户家庭成员的身份承包经营，享有承包经
营权的只能是农户家庭成员中的继承人谢某贵。因此，法院判决谢某
富、谢某荣立即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返还谢某华农户堰塘湾田
1.09 亩是正确的。重庆朗鉴律

师事务所 范忠平律师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

本报讯（记者 余鸿 通讯员 谭茜丹）近日，汝溪镇开展 2024

年“金秋招聘月”暨第十八个“重庆农民工日”现场招聘活动，宣

传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相关政策，为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

活动现场共提供岗位 30 余个，求职意向登记 7 人，发放就业

创业、医保社保等宣传资料 800 余份，解答咨询 150 人次。

汝溪镇
现场招聘活动提供岗位30余个

本报讯（记者 钟舟）近日，重庆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赛

（“村 BA”）总决赛在北碚区落下帷幕。6 支参赛队伍经过 4 天角

逐，忠县忠橙队获团体二等奖。

本次赛事采用小组循环赛模式，6 支参赛队伍共进行了 15 场

比赛。最终，北碚豆腐鱼队以 5 场全胜的成绩获得团体一等奖，

忠县忠橙队、綦江山羊队获团体二等奖，万盛黑山红队、天生云

阳队、潼南柠檬队获团体三等奖。

重庆市第二届“村BA”总决赛落幕

忠县忠橙队获团体二等奖

备耕备种，农资先行。包括种子、农药、

化肥、农机等在内的农资安全，一头连着田间

地头的来年收成，关乎广大农民福祉；一头连

着全国人民的菜篮饭碗，关乎粮食安全。

近年来，有关部门从严查处假冒伪劣农

资 ，护 航 农 业 安 全 生 产 。 然 而 ，农 资 制 假 售

假、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问题依然存在。

伪劣农资产品套路多，给农户带
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去年 2 月，山东昌邑市的姜先生经当地农

资经销商推荐，购买了约 6400 斤名为“坤元 9

号”的马铃薯新品种，并种植了约 40 亩地。没

想到 3 个月后，种子出苗后出现大面积死棵现

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姜先生另外种植

的约 60 亩地其他马铃薯品种却长势良好。后

经 有 关 部 门 鉴 定 ，姜 先 生 购 买 的 种 子 为“ 套

牌 ”，没 有 经 过 脱 毒 处 理 ，发 病 率 超 过 90% 。

姜先生因此损失了 10 余万元。

像姜先生这样受到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坑

害的农户并非个例。“套牌”是市面上常见的

作假手段，以种子市场为例，有的经销商以次

充好，以普通或者劣质种子“套牌”畅销种子

售卖。还有的育种企业利用他人研究出的亲

本 种 子 ，私 自 杂 交 、繁 育 推 出 所 谓 的“ 新 品

种”，却无法保证种子品质。

近年来，线上销售蓬勃兴起，网售也成为

农资的重要销售渠道。但由于电商平台的资

质审核把关不严，一些不法分子以虚假的农

资经营许可证，注册网店并销售假冒伪劣农

资。去年底，湖北枝江市警方破获一起特大

生产、销售伪劣兽药案，涉案价值达 3000 余万

元。犯罪嫌疑人通过上传虚假的兽药经营许

可 证 ，在 多 个 电 商 平 台 注 册 网 店 ，其 销 售 的

“三无”伪劣兽药涉及 9 省份 19 家上游生产厂

家。抽样检验发现，伪劣兽药中约 98.5%无任

何疗效。

“网络制假售假产业链条长，且制假、仓

储、销售、运输等环节，通常分布在不同地区，

增加了监管和执法难度。制假者和售假者之

间往往通过网络沟通交易，从未谋面，这使得

售假者无法提供制假者的准确信息，给执法机

关 从 源 头 上 打 击 制 假 售 假 农 资 行 为 造 成 困

难。”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万志前说。

实际上，有关部门一直在大力打击制售

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活动。今年 9 月，公安部

公布 6 起危害粮食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公

安机关联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严厉打击种子私繁滥制、“套牌”侵权和

农药非法添加隐性成分、化肥营养成分不足

等违法犯罪行为，成功侦破黑龙江绥化市刘

某某等人制售伪劣水稻种子案等一批重大案

件。

那么，为何农资市场制假售假行为长期

存在且屡禁不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

与发展学院教授任大鹏认为：“一方面，多窝

点碎片化的假劣农资生产方式加大了执法难

度。农民购买农资的小规模分散化特点，给

执法机关打击假劣农资取证带来一定难度。

另一方面，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也是制

假售假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同时，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等乱象在农资

市场也屡见不鲜。“禽用救命一片活”“一支百

虫灭”……在一些网店销售中，对于所售农资

产品的宣传广告语颇为夸张。记者随机选择

了一家兽药网店，其售卖的一款驱虫药宣称

“包治驱虫”“孕畜可用”。当询问客服是否有

副作用时，对方回复说“此为植物原料提取，

无抗无副作用”。而当记者提出，如果牲畜吃

后出现病情加重或者死亡时，是否能够进行

赔付，对方表示“不能进行赔付”。

“农民消费者对于假劣农资的辨别能力

较低，极易被误导或被欺骗。另外，使用假劣

农资的后果具有滞后性，发现时已晚，难以补

救，不仅‘坑农’，给农户带来严重损失，更会

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供应。”

万志前说。

“忽悠团”以“订单农业”为名的
新型坑农骗局值得警惕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坑

骗农民购买伪劣农资的新花样，给打击假劣

农资销售违法行为带来了新挑战。

在河南鄢陵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一起销

售不合格农资案中，当事人宣称其所销售的

肥料能够化解土壤板结，“可享受技术指导跟

踪 服 务 ”“ 享 受 国 家 相 关 的 惠 农 政 策 ”等 内

容。经核实，这些内容均为随意编造。至案

发时，当事人已销售磷肥 510 袋，赠送水溶肥

料 114 袋，经检验均为不合格产品。

还有的不法分子以“订单农业”为名售卖

假劣农资坑骗农民。今年 7 月，农业农村部联

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布了 5 起以

“订单农业”为名设骗局坑农典型案件。其中

一则案例显示，江西赣县脐橙种植大户曾先

生在一次买肥料时，江西某果业公司主动推

销一种新型叶面肥，宣称可以提升脐橙品质，

且信誓旦旦表示不需要马上付钱，等脐橙成

熟后，公司会高价回购以抵扣肥料款项。曾

先生购买用药后发现，该肥料几乎没有效果，

但按照合同肥料钱虽然可以迟交，但也不能

不付或少付。而通过“订单式回购”的招牌，

该果业公司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销售叶面

肥 2.6 万公斤，涉及果农 500 多户、金额达 1100

余万元。

“开讲座、送折扣、专家指导、订单农业等

手法，以神乎其神的功效承诺、‘花里胡哨’的

优惠活动、天花乱坠的营销话术，给农资销售

设下了层层陷阱，令人防不胜防。面对这些

骗局，一般人都很难辨别清楚，需要有关部门

加大打击力度。”任大鹏说。

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些新情况，作出

了相应部署。比如，今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发布关于春耕备耕期间

鼓励反映疑似化肥“忽悠团”线索的公告，鼓

励群众对组织农民群众聚集、聚餐、培训，以

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

肥的；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兜售疑

似假劣化肥的；存在其他夸大宣传、以次充好

等兜售情形的问题进行监督举报，并视情况

予以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农资产品交易无法即时

验 货 ，产 品 是 否 有 效 需 要 经 过 一 个 生 产 周

期。而且农资产品使用还是一项“技术活”，

配比、用量、时间间隔等因素直接影响使用效

果，都对售后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湖南永州市果农卢女士在一家农资店购

买了农药和化肥，用于自家柑橘园杀虫和施

肥。不料到了结果季节，橘树出现大面积叶

子发黄现象，所结果子也偏小。卢女士认为

所 购 农 资 有 质 量 问 题 ，不 愿 给 农 资 店 付 款 。

经当地法院介入，发现其所购农药和化肥均

为正规厂家生产，是使用不当，才导致了部分

柑橘个头偏小。

“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气候

因 素 、农 资 质 量 和 使 用 方 法 都 会 影 响 产 量 。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尤其老年

农民学习和掌握农资科学使用技巧的能力较

弱。农资销售商家应做好使用与技术指导、

定期回访产品使用情况、保护农民信息安全、

提供退换货方案等售后服务。”任大鹏说。

加大监督力度，完善跨区域执法
协同机制，保障农资安全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事关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事关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切

身利益。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资质量安

全工作，持续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维

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今年 4 月，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 等 多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2024 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加

强农资生产、流通环节监管，严格整治不合格

产 品 ，严 厉 打 击 假 冒 伪 劣 行 为 ，净 化 农 资 市

场，维护农民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各地也在持续加大对假冒伪劣农资的打

击力度。比如，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集中组织开展“忽悠团”进村兜售化

肥和网络违法销售种子专项治理行动，严厉

打击依托电商网络平台从事品种虚假宣传、

违法售种等行为；辽宁省市场监管系统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以化肥、农膜、农用

管材管件、农用泵等农资产品为重点，全面加

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有读者建议，强化农资监督抽查。江苏

连云港市读者秦继真来信说：“有关部门应当

在生产、流通各领域开展种子、农药、肥料、兽

药、地膜、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资产品监督

抽 查 ，将 抽 查 重 点 和 工 作 重 心 下 移 ，强 化 对

县、乡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农资产品的抽查，

提高抽查效率，对群众投诉举报多、问题隐患

多的农资产品和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针对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农资问题，专家

建议，有关部门应督促电商平台严格落实资

质审查责任。“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应根

据职责职能分别对辖区内农资生产经营主体

进行排查，对在网络上销售农资的，要登录其

网店查看其是否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行政许

可并上传资质。其次，需要完善跨区域农资

执法协同机制，通力打击跨区域生产销售假

劣农资的违法行为。还应建立社会公众尤其

是农业生产者在农资打假中的参与机制，畅

通 群 众 监 督 举 报 渠 道 ，并 及 时 回 应 群 众 关

切。”任大鹏说，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应严格落

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从重处罚等有关规

定，提高违法成本。

整治农资市场制假售假乱象，还需要提高

农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消费者协

会曾经发布过购买农资产品的“五查五看”，提

示消费者注意查看相关证照是否合法，查看农

资产品包装是否规范，索取购买发票并妥善保

管，留存少量样品和外包装等。

“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提示，通过发放防

骗知识手册、短视频科普、开设培训班等方式，

讲解农资的简易鉴别方法、欺诈经营的表现形

式，增强农民识假辨假防假能力。”万志前说，

如果消费者购买了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可以通

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等途径

维护权益，“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假劣农资，

平台若不能提供销售者相关信息，消费者也可

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许多读者建议，有关部门在打击假冒伪

劣农资产品的同时，也应重视帮助农民正确

用好农资产品，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维护农民

权益和粮食安全。 （余璇参与采写）

针对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专家读者呼吁——

加强农资监管 农民安心生产
人民日报记者 赵兵

近日，拔山

镇八德村蔬菜

种植基地，村民

在采收上海青。

拔 山 镇 八

德村党支部书记王如权介绍，今年该蔬菜基地

种植上海青 100 余亩，现阶段上海青已全部成

熟，每天有几十名村民忙着采收，经挑选、称

重、装车后运往外地。

近年来，八德村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积极种植高产、高收益的农作物。今年，该村种

植了上海青、豌豆尖等蔬菜，市场需求大，销路

较好，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让不少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

记者 吴建华 通讯员 何巧丽 摄影报道

拔山镇八德村：100余亩上海青成熟上市

大棚草莓苗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挂

果期，元旦期间即可新鲜上市；3000 余

亩笋竹林绿浪翻滚，竹笋在土里悄然生

长，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朋友

们，初冬的白石镇望岩村，孕育着收获

的希望。

我们村有多年种植笋竹的历史，

但缺乏科学管理，竹笋产量不高。后

来，村“两委”从外地引入雷竹、红壳

竹、高节竹等新品种笋竹，引导群众种

植、销售竹笋。如今，村里又培育 4 家

笋竹经营主体，还成立了笋竹专业合

作社，统一收购鲜笋、加工笋干，竹笋

产品畅销重庆主城和四川、湖北等地，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今年，我们村向

上 级 争 取 资 金 200 万 元 ，修 建 了 占 地

700 平方米的笋竹产业冷链储藏中心

和电商中心。未来，我们村的竹笋会

销路更宽广、品牌更响亮。

去年，我们村又引进一家农业企

业，建起“百兴”草莓园，栽种了红颜、

粉玉、黑珍珠、建德红等品种的草莓。

采 摘 时 节 ，草 莓 园 的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

特 别 是 红 颜 草 莓 ，粒 大 饱 满 、色 泽 鲜

艳、香甜多汁，被称为“巧克力草莓”，

深受游客喜爱。

早年间，我们村交通落后。G50 沪

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我们村紧邻

白石互通，迎来发展契机。因为交通

便捷，到我们村游玩的客人越来越多。

现在的望岩村，不仅可看四季竹

海，还可采摘草莓。朋友们，不妨带上

亲朋好友，到我们村放松心情，体验乡

村乐趣。

记者 田华平 整理

白石镇望岩村党支部书记乐洪波邀你——

挖竹笋挖竹笋 摘草莓摘草莓 体验乡村体验乡村乐趣乐趣

人物名片：白石镇

望岩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乐洪波

望岩村简介：望

岩 村 距 忠 县 县 城 20

公里，海拔 500 至 900

米，面积 8.86 平方公

里。近年来，望岩村

大 力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和乡村游，实现村集

体经济壮大、群众增

收致富的目标。

望岩村村民采挖竹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