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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保障农资安全

一直以来，自治区质监局将农资
打假作为惠农护农的一件大事来抓，
为使农资打假工作开展的扎实有效，
该局精心筹划、认真组织，明确了检查
重点、任务、时间，全面启动农资打假

“利剑”行动，建立了“统一指挥、分片
实施、集中抽检、协查督办、信息共享”
相结合的监督抽查和执法联动方式，
开展全区集中检查和区域互查活动。

为 了 畅 通 举 报 渠 道 ，自 治 区 质
监局通过 12365 举报投诉平台，建立
农资案件举报、受理、处置、反馈的快
速通道，有效避免了投诉渠道查处不
及时、结果不公开等问题，使得案件
线 索 和 查 处 信 息 向 12365 投 诉 指 挥
平台集中，提高了执法打假的精准度
和时效性。

为了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充分
发挥各盟市质监局靠前指挥、主动作
为、属地监管的作用，各地质监部门
结合当地农资生产和销售的实际情
况，特别是上年度农资打假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组织好“回头看”，严防假
劣农资产品“死灰复燃”。全区各盟
市质监部门在“3·15”期间，面对面为
农民服务，免费提供检验、检测，现场
咨询和受理举报投诉，并以不同形式
组 织 开 展 服 务“ 三 农 ”送 知 识 、送 技
术、送合格产品等活动。结合春耕备
播积极宣传农业法律法规，发放宣传
资料，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打假，
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各盟市还抽调专门人员组

成农资执法打假队和农资专家技术服
务队，配备农资快速检测仪器设备，深
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现场受理农
民投诉举报，为农民开展免费检测服
务 ，严 厉 查 处 坑 农 害 农 质 量 违 法 案
件。据统计，近两年来，全区范围内组
织宣传活动 86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近 10 万份，接受群众现场咨询、举报
5290 起。为农民正确购买农资产品，
推进农资专项打假治理工作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重点监管狠抓源头打假

为了把农资打假工作的各项部署
落到实处，自治区质监局和盟市各级
质监部门组成督导组，加强对所属地
区执法打假的督导、检查。针对滴灌
带 生 产 企 业 良 莠 不 齐 、鱼 龙 混 杂 的
问题，督促盟市质监部门会同农业、
工 商 等 部 门 ，在 生 产 和 流 通 领 域 分
别 开 展 滴 灌 带 产 品 专 项 监 督 抽 查 ，
并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有关农资产
品质量状况，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质
量信息支持。

近年来，质监部门对农资、化肥生
产 企 业 重 点 监 管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8200 人次，检查农资生产企业 184 家，
检查化肥生产企业 200 余家。执法人
员认真查阅生产企业的生产销售记
录、原料采购记录、产品自检记录；经
销单位和仓储场所的产品来源、标识、
有效期及合格证；销售市场是否存在
计量违法和缺斤短两行为；抽样检查
农资产品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是否

存在有效成分不足，虚假标识、掺杂掺
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的行为。

自治区质监局副局长张立忠在启动
仪式上说：“我们将把农资监管作为一
项常规性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加以推
动。重点加强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监
管，强化质量抽检，注重从源头打假从
源头抓质量，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情
况，对不合格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和单
位进行曝光。同时，我们还将通过名
牌评定等形式把打假与扶优结合起
来，通过质监牵头，组织信誉高、质量
好的农资、化肥企业开展‘送放心农资
产品、化肥下乡’活动，让农民用上放
心肥！”

专项执法捍卫农民权益

近年来，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
案件屡有发生，严重干扰农业生产秩
序。为逃避打击，假冒伪劣农资生产
企业较之前更加分散，造假行为也更
加隐蔽。打假工作如何取得实效？自
治区质监局坚持做到突出执法重点，
由撒网式向靶向式转变。围绕重点产
品、重点区域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切实提高农资执法打假的精准性、有
效性和影响力。

质监部门通过分析农资企业销售
方式、农民用肥习惯等因素，明确了农
资打假重点地区主要为巴彦淖尔、通
辽等粮食主产区；突出复混（合）肥、尿
素、农药、农膜等重点产品；突出有效
含量不足、虚假标注、无证生产、以次

充好等重点违法行为。在检查对象
上，以农资库房、农资市场、乡镇供销
网点为重点；在检查方式上，以质量监
督抽查为重点，坚持标准、质量、计量 3
项检查相结合，选派精干力量，加大执
法力度。

根据 12365 接到的举报，包头市
土右旗煜田肥业有限公司涉嫌生产
销售掺杂掺假肥料。包头市质监局
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经检验及核查，该公司存在生产掺杂
掺假硫酸铵化肥及氨基酸肥料以假
充真行为；呼伦贝尔市质监局根据举
报，对黑龙江帮农肥业有限公司销售
到我区的复混肥料进行检查，发现该
批肥料标注的部分有效成分与标准
要求严重不符，该案涉及货值 34 万余
元，自治区质监局第一时间报告了国
家质检总局并将详细资料通报黑龙
江省质监局，避免了一起假冒伪劣化
肥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自治区质监
局还利用国家质检总局设立在我区
的电商产品执法打假平台，对网上销
售的 10 余个化肥、农膜产品进行了抽
样督查。

通过严厉打击生产假冒伪劣违法
行为，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

“质监利剑”执法打假专项行动更是得
到广泛赞誉。

自治区质监局执法督察局局长李
洁满怀信心地说：“质监部门将继续组
织农资产品免费检测、宣传咨询、现场
受理投诉举报，以及‘进千村、入千户、
抽千样’等活动，为春耕、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保驾护航”。

护航春耕 质监向假冒农资亮剑

□崔万成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今年“3·15”，自治
区纤维检验局（以下简称“自治区纤检局”）的
执法、检验技术人员走进社区、商场、学校、企
业，宣讲纤维制品质量安全知识，提供免费检
验咨询服务，开展执法突击检查，通过一系列
实实在在的举措营造了人人关心质量、人人
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浓厚氛围。

普法面对面服务心贴心

“我买到的羊绒衫是真的吗？”“遇到质
量问题我们应该去哪里投诉？”⋯⋯3 月 15
日一大早，呼和浩特市中专路街道办事处丁
香苑社区的质量宣传便民服务台旁，便挤满
了前来咨询的居民。现场，自治区纤检局质
量服务小分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有的向居
民讲解“黑心棉”鉴别知识；有的操作检验仪
器为居民做起了检验；有的接待群众的投诉。

这只是该局深入基层，开展质量便民服
务的一个缩影。执法人员索海庆深有感触

地说：“这几年通过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老
百姓的质量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今后我们
要多到老百姓中间，面对面为他们普及质量
法规知识，传递质量正能量。”近年来，自治
区纤检局通过举办“纤检大讲堂”“实验室开
放日”等活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宣传纤
维质量知识，提升群众质量安全意识。

“质量监管不是目的，只有构筑起企业
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坚固防线
才是治本之策。”自治区纤检局局长王莉一
语中的。在抓好产品质量监管的同时，自治
区纤检局还积极为企业搞好服务，以服务促
监管，把心贴心的服务融入质量监管活动
中。主动帮助企业建立质量档案，组织专家
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技术指导帮扶。有针对
性地举办免费技术、法规、标准培训，引导企
业树立质量安全观，打牢质量安全基础。

打击有合力帮扶有良方

如今，网购商品质量是广大消费者高度
关注的问题。自治区纤检局紧跟形势变化，
创新工作方法，建立联动机制，针对电商经

营流动快、隐蔽性强等特点，加强地区间、部
门间工作联动，形成了监管打击的合力，不
断加大电商售假的打击力度。

去年，自治区纤检局联合多个部门开展
了为期 1 个月的电子商务羊绒制品质量专项
监督抽查行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 26 家
羊绒制品不合格网店进行了严肃处理，推动

“以质论价”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建设。
针对网络打假难度大的特点，该局主动转

变工作思路，变“堵”为“疏”，变“打”为“帮”，在
“打”的基础上，有重点的进行技术帮扶，大力
培育品质电商，促进了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发
展。自治区纤检局高级工程师徐俊荣介绍：

“现在毛绒制品检验已经由线下延伸到了线
上，最近我们又向网络平台集中推出了一批优
质羊绒产品供消费者选择，这样不仅能够确保
产品质量，同时也净化了网络市场环境。”

去年以来，自治区质监局和商务厅联合，与
呼和浩特大白鲨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合作，依托网
络平台建起了阿里巴巴中国质造内蒙古羊绒产
业带商盟集合店，自治区纤检局负责毛绒产品质
量检验，检验合格的产品方可进入商盟集合店进
行销售，运行1年来得到了消费者广泛认可。

做百姓身边的纤检管家

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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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

标准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乌兰察布 3 月 30 日电 为充分发
挥标准化工作对乌兰察布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技术支撑作用，进一步完善乌兰察布市农业标
准体系，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乌兰察布市质监
部门大力推进和实施农业技术规范制定工作。

首先，乌兰察布市政府出台了《乌兰察布
市推进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明确了标准制修订任务。印发《乌兰察
布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将“科技成果上升
为技术标准”列入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范围，
调动了科技人员积极性。并将标准化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推进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乌兰察布市推进标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标准制定单
位给予奖励。乌兰察布市政府专门划拨农业
部门工作经费用于制修订农业技术规范。

在部门联动方面，乌兰察布市质监局和
农牧业局加强沟通联系、协调配合。在完成
日常工作之余，组织专家召开 9 次审定会，
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审定工作。此外，
在标准制定程序上更加严格，确保每一个环
节都准确无误。

为了推进农业技术规范的升级转化，乌
兰察布市质监局在已发布实施的乌兰察布
市农业技术规范中，筛选适宜在全区范围内
推广且实用价值较高的 15 项农业技术规范
申报自治区地方标准。

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共审定通过 49
项农业技术规范，并以乌兰察布市地方标准
发布实施，有效推进了农业标准化生产。下
一步，乌兰察布市质监局联合市农牧业局将
完成 20 多项农业技术规范的审定发布工
作，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 (赵雪峰)

我区公共场所
标志英文译写
有了统一规范

本报 3 月 30 日讯 近日，
由自治区标准化院、自治区汉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合作起草
的《公共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
范》8 项系列地方标准审定会在
自治区标准化院召开，这 8 项地
方标准顺利通过审定。

由自治区交通厅、自治区
民政厅、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
组。会上，标准起草组就《公共
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范》8 项系
列地方标准的编制背景、原则、
依据、过程及主要内容等作了
详细说明。经与会专家充分、
细致的讨论和审定，一致认为

《公共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范》
8 项系列地方标准进一步规范
了我区公共标识语英文译写工
作，对促进自治区对外开放、加
快国际化进程、创造良好的语
言文字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对提高我区旅游服务也有重
大意义。 （王秋霞)

帮助困难群众
义务检验

本 报 呼 伦 贝 尔 3 月 30 日
电 3 月 19 日，一封特殊的锅
炉检验申请信投递到了呼伦贝
尔 市 特 种 设 备 检 验 所 。 信 中
说，位于海拉尔区铁路工人新
村的一家浴池，经营规模不大
且生意萧条。经营者是一位年
近七旬的老人，常年体弱多病，
还带着两个聋哑子女，全部的
生活来源都依靠经营浴池的微
薄收入。因锅炉到达年检周期
需缴纳检验费用，这让原本生
活拮据的老人非常犯愁。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
所了解到这位老人存在的实际
困难后，立即与检验部门进行
了商讨，决定开展义务检验，帮
助老人解决面临的困难。检验
科室立即与老人取得联系，并
派出检验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检
验。检验人员按照锅炉检验规
程的要求，对老人所用的锅炉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验，并主
动帮助老人解决锅炉存在的一
些安全问题。老人对特检所以
实际行动帮扶困难群众的做法
非常感激，他激动地说：“特检
所的同志们真是设身处地的为
困难群众着想，用实际行动为
我分忧解愁，帮我解决了大困
难，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 （维娜）

□远方

“三八”妇女节之际，自治区质
监局把为女职工赠书作为开展“书
香质监”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以此使女职工提升综合素
质，做自信、优雅、幸福、健康的新
时代女性。 田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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