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 清明时节，各地进入春耕
备耕阶段。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贾俊强日
前在发布会上表示，公安部党委深入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
红线，切实守住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
安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聚焦耕地这个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和种子、农药、化肥等粮
食生产必需物资，深入开展“昆仑”专项行
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制售
假劣农资等突出违法犯罪。

贾俊强通报，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
共侦破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5900余

起，其中非法占用黑土耕地案件123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495人，涉案耕地4571
公顷；侦破农资犯罪案件600余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100余名。各地相继侦办了
黑龙江大庆张某等非法占用黑土耕地
案、内蒙古赤峰刘某某等制售假种子案、
辽宁朝阳胡某某等销售伪劣化肥案等一
批重大案件，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贾俊强介绍，为切实确保春耕备耕顺
利进行，落实粮食安全核心战略，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公安部在部署开展“昆仑

2022”专项行动基础上，专门对打击制售
假劣农资犯罪工作提出工作要求，并挂牌
督办重大跨区域案件，确保一查到底。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统一部署，采取扎
实有效措施广辟线索来源、强化大案攻
坚，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严打严防种子
套牌生产、农资侵权假冒、化肥农药非法
添加、农资“忽悠团”流窜行骗等典型农资
犯罪活动；加强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行刑衔接机制，畅
通信息交流、情况通报、检测鉴定、案件移
送等合作渠道，形成农资打假治理整体合

力，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用上优质高效农资
产品，有力维护春耕生产秩序。

“春耕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农民一年的
收入，同时也直接关乎着国家的粮食安
全。”贾俊强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要切实提
升防范意识，在当地有关部门、技术专家
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农资产品并保
留票据，严防被不法分子“忽悠”欺骗，造
成损失。如发现犯罪线索，请及时向有关
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此外，要注意出行
安全，不坐超员车、货车、拖拉机、三轮车，
防范发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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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严打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犯罪

本报综合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召
开“整治检验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专
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认可
检测司一级巡视员乔东在会上指出，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于2022年4月至7
月底开展检验检测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力
量对辖区内涉及疫情防控的医疗器
械防护用品、食品、个体防护装备、建
筑材料、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体、碳
排放核查等六个领域的检验检测机
构进行全面排查、全数检查、严格整
顿，坚决防止和查处检验检测造假问
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
安全。

乔东介绍，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相关部门重点在食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国共检查检
验检测机构1.93万家次，查处违法违
规案件4620起。线上监管方面，2021
年集中整治利用网络交易平台违法
售卖假冒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
行为。共督促1886家网络交易平台
核验48万家平台内经营者资质，核查
商品信息1000余万条，处置违规平台
的经营者5023家，立案调查相关违法
违规案件31起。

乔东表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
国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已突破5万家，
营业收入超过4000亿元，年均机构数
量增长超过10%，营业收入增长超过
12%，我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最
具潜力的检验检测市场。但检验检
测市场秩序不尽规范的问题也依然

存在。
检验检测报告造假问题主要表

现为两大类别：一类是获得国家有关
部门检验检测许可资质的检验检测
机构违法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检验
检测报告，进行低价恶意竞争。另一
类是不具备检验检测资质的企业和
人员假冒资质证书、伪造检验检测报
告，甚至在网络交易平台进行兜售，
侵害合法从业机构权益，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

据悉，新闻发布会前，市场监
管总局还通报了江苏省上海铁路
站场调速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涉嫌
出 具 虚 假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案 等 17
个涉及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的典型
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检验检测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综合 近日，水利部召开巩固
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
障有效衔接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
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扎实做好水利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保
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
底线，扎实做好各项水利工作，为农业
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
宁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会议指出，2021年，各级水利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全力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水利保障工作，政策举
措和组织机构平稳过渡，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中小河流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等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圆满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水利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中肩负的重要使命，把农村饮水安全
作为巩固水利扶贫成果的头号任务，
做好已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扎
实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进一
步提高水质保障水平，持续巩固拓展
农村供水保障成果。要推进农田灌排
工程建设，推动优先将大中型灌区有
效灌溉面积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强水

旱灾害防御薄弱环节建设，实施脱贫
地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因地制
宜开展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加
快涉及脱贫地区的重大水利工程和中
小型水库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保
障基础。

会议要求，要坚持改革创新，强化
水利工程运行、水资源和河湖管理，抓
好水利劳务帮扶、重点帮扶、对口支
援、定点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水库
移民脱贫攻坚成果。要压紧压实责
任，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强化人才技术
支撑，细化实化工作举措，全力推进各
项任务落地见效。

水利部进一步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本报综合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安
部联合召开“亮剑2022”黄河禁渔专项
执法行动部署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马有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黄河禁渔是保护黄河
水生生物，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今年起，
农业农村部对黄河禁渔制度进行了优
化调整。要切实做好黄河禁渔执法监
管，确保禁渔制度执行到位，水生生物
资源养护措施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沿黄各地要加强执法
巡查，突出监管重点，紧盯交界水域、

涉渔市场餐馆、节假日、“电毒炸”等
重点区域、时段和突出问题，严厉打
击违法捕捞犯罪活动，做好舆论宣传
引导，坚决斩断非法捕捞、销售利益
链；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部门协作、
区域联动，强化支撑保障，完善监管
体系，持续提升执法监管能力；要落
实养护措施，规范增殖放流、强化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功能，加强珍贵濒
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推动水生生物
多样性持续向好；要统筹保护与发
展，大力发展节水渔业、生态渔业，加
快推进黄河流域渔业高质量发展。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
人对公安机关打击黄河非法捕捞犯罪
进行了部署。沿黄省区农业农村（农
牧）、公安厅负责人和省级渔政、公安
禁渔执法相关机构负责人在9个分会
场参会。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有关
部门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发布《关于调整
黄河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对黄河禁渔
期进行了调整。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
点水域自2022年4月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实行全年禁渔，黄河宁夏段至入
海口在4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禁渔。

两部门部署黄河禁渔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综合 4月6日，新版重点农产品市
场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重点农产品市
场信息平台是农业农村部贯彻落实国务院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一项标志性
成果。新版平台的建设及运行将为释放数
据资源价值、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新版平台覆盖旧版平台的全部功能并
在几方面加强改进：一是加强了数据资源治
理，创新构建了适用重点农产品全产业链的
数据治理模式及流程，汇聚形成了8大类20
个品种的数据资源池，能够提供覆盖生产、
流通仓储、加工、消费、贸易、价格、成本收益
和舆情等全产业链8个关键环节596个指标
的数据展示与查询。二是打造了一站式数
据服务，平台以品种为主线，及时提供各品
种各关键环节的动态数据，同时能够自动形
成分析报告，并能提供经专家汇聚多源数据
形成的重点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报告。

本报讯 王连香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消息，春耕时节，农用物资市场需求旺盛。
铁路部门从服务三农备耕、保障民生的大
局出发，主动对接各地春耕计划，科学调配
运力，加强春耕物资运输。今年以来，国家
铁路已发送化肥、农机等物资1407.8万吨，
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坚强运输保障。

中国铁路哈尔滨、太原局加强与农资
销售部门和地方企业联系，及时掌握地方
化肥产运销情况，加强货物装卸组织，保障
春耕物资运输列车零待时入线、零待时作
业、零待时交付。

中国铁路武汉局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
时调配运力，截至目前，管内各货运站今年
已装运化肥224.5万吨，同比增加30.6万吨。

中国铁路兰州局根据装车作业量提前
制订计划安排装卸劳力，做到随到随卸，确
保春耕物资优先发送。

中国铁路成都局围绕铁路沿线老百姓
春耕需求，通过公益性“慢火车”帮助大凉
山、乌蒙山区的老乡运输春耕物资。

在做好国内春耕物资运输同时，铁路部
门为进口农机、化肥运输开辟绿色通道，今春
以来仅阿拉山口口岸通过中欧班列进口农耕
物资就达3572吨。相关铁路局主动协调海
关部门设立春耕物资专门受理窗口，高效对
接班列查验、运输等环节，压缩物资口岸运
转时间，确保春耕物资及时运抵田间地头。

铁路部门加强春耕
物资运输确保粮食安全

新版重点农产品市场
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