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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作物种子质量管控,是维持农业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若存在种子质量问题,则必将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砚山县

地处我国云南省东南部,国土面积 3822 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 160 余万亩,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200 余万亩,对种子需求量极大,

而这也使种子质量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对此,笔者以自身经验为参考,探讨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对

策,仅供借鉴。 

[关键词] 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问题及对策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经济有着密切

联系,而农作物作为农业经济的主来源,若要做好农作物质

量、增产等层面的管控,需要注重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的意

义。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为前提,在

规范农作物种子市场秩序、行规的同时,强调其质量管理的

价值。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各类问题的限制,导致农

作物种子质量管理存在问题,不仅阻碍农作物后续生产,还

不利于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 

1 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的必要性 

1.1 逐步提高种子质量 

以农业农村部整体部署为依据,对套牌侵权、制假售假、

无证生产经营等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将农作物种子质量合格

率控制在 98%以上。同时,结合省州县联合抽检的方式,把控

种子质量。其中省级农业部门负责种子企业抽检,以便能够

从源头上杜绝种子质量问题；州级农业部门负责对经销企业

抽检,通过对流通渠道的管控,避免假劣种子在市场流通；县

级种子管理机构则对流入本辖区内种子进行品种准入,进入

砚山县内推广销售的种子必须按《种子备案管理办法》实行

网上备案,砚山县现行备案的种子主要是玉米种子和水稻种

子。2018 年,砚山县通过网上备案的玉米品种共 124

个,1201653 公斤；水稻品种 79 个,172163 公斤。 

常规情况下,砚山县农作物种子抽检时间集中在春秋两

季,且通过制种基地和各种子经销点抽检的方式,鉴别各农

作物种子的真实性、转基因情况。2018 年,砚山县种子管理

站以辖区内3家种子生产企业和200余家种子经销商生产销

售的杂交玉米、杂交水稻共 203 个品种进行随机抽样送检,

分别抽取杂交玉米9个品种,水稻2个品种,结果1个玉米品

种真实性不符,针对不合格品种执法机构已依法进行处理。

以“ 后防线”的作用,预防不合格种子流入生产环节。 

1.2 强化种子检测水平 

若要从根源上杜绝农作物种子质量问题,则可定期召开

业务培训工作,通过全国性种子检验培训班的学习,使其能

够在及时掌握国内外种子检测动态的情况下,做好自身专业

能力的审核及验证,便于种子质量检测工作的顺利施行。相

关数据显示。我县共培训种子检验人员 300 名,考核通过者

278名,不仅能够有效增强自身的专业素质,还可在保证种子

检验队伍稳定性的同时,避免质量纠纷事件。 

2 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种子监管力度低下 

针对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力度低下问题,可表现为以下

几方面：首先,在农作物种子管理期间,往往以执法部门的强

制管理、监督为导向,才可起到质量监管的目的。但是,因各

类问题的限制,导致执法部门工作难以落实到位,使之在监

管力度、资金、职能等协调不合理的情况下,丧失种子质量

监管的意义。其次,种子监管部门领导还存在岗位意识差、

认知偏差等问题,不仅会阻碍管理机制、服务理念的长效运

行,还不利于种子市场管理。 后,农作物种子监管“轻重”

把控不明。常规情况下,砚山县种子管理偏重于主要农作物

的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忽视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过多地

将注意力机制在杂交种子领域,而每年非主要农物种子质量

纠纷和上访事件成出不穷,纠纷难予调解,造成社会不稳定。 

2.2 种子生产矛盾 

在种子繁育过程中,若面临基地不稳和集约化缺失等问

题,则会使种子生产率较低,不利于后续农业建设。常规情况

下,砚山县种子制种使用的土地,均为农户土地,借助和农户

间签订相应的土地租用合同,构建种子繁育基地。但是,繁育

基地目标的实现往往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过程,在土地租赁

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使之在制约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增加相

应的种子生产成本及风险,形成矛盾。除此之外,制种基地规

范性作业模式的缺失,不仅面临种子流失问题,还会在环境

因素的制约下,引起种子质量下滑,不利于后续生产作业。 

2.3 经销商违法行为 

随着农作物种子市场的逐步壮大,为经销商的发展带来

前景,但因部分经销商法律意识低下,在缺少行业管控力度

的情况下,出现违法经营行为。例如：个别经销商为提高农

户信任度,将部分种子内掺入假种,以次充好,为农户带来损

害；过多地追求利益,在贩卖过程中强调其功能作用,使之在

稳抓农户心理的同时,宣传虚假信息,增加自身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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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偏远地区中还存在散装种子贩卖的现象,而部分农户

为少花钱对该部分种子予以购买,但因该种行为具有隐蔽性

和灵活性的特点,提高监管部门查处难度。 

3 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整改措施 

通过对砚山县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必要性和现存问题

的思考,可知其因市场监管、种子生产企业、经销商等因素

的制约,使之在影响种子质量的情况下,诱发各类问题。若要

避免此问题的出现,则可依据自身农业部门管理现状,对种

子质量管理工作做好相应的整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3.1 规范种子管理行为 

本县应依据自身发展状况,组织辖区内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种子管理机构、种子经销商等人员做好相关知识的学习,

再通过电视、网络和广播等媒介,使之可在强化《种子法》

宣传教育的情况下,规范自身行为,杜绝种子质量问题。具体

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一是质量抽检。原因在于种子质

量是决定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种子监管的核心

内容。强化对问题企业的抽检,辅之侧重监管、抽检等行为,

使之能够在提高农作物种子抽检率的情况下,保证其质量的

合格性。二是种子标签管理。随着《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

说明管理办法》的施行,对农作物包装提出新标准,即不仅要

准确标识种子标签、使用说明,便于使用者掌握各类信息,

还可借助二维码的印制,使之能够将种子质量问题予以追溯

根源。 

3.2 强化种子市场监管 

强化农作物种子市场的整治,辅之市场抽检的方式,对

违法行为予以有利打击,以便可保证种子质量的合格性。常

见违法行为包含以下几类：假冒伪劣种子；种子标签不规范、

标注不清晰、未制作二维码等；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未

审先推,套牌侵权；伪造和变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构

建种子生产档案、购销合同、销售台账等,且未科学备案。

针对此类现象,一经发现即可依法查处,不可姑息,且将结果

向社会通报。 

3.3 增强种子生产检验 

于农作物种子繁育过程中,保证种子质量是种子企业基

本条件,即不仅需要办理相关生产许可证,还可在协调空间、

时间等条件的情况下, 大限度上优选排灌便利、土壤肥沃、

茬口合理的土地进行种子繁育。而在种子入库过程中,更应

做好分户检验,特别针对杂交玉米和水稻纯度的鉴定,只有

在保证其纯度＞99.0%、发芽率＞85.0%时,才可确保其质量

的合格性。而在脱粒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环节中,更应

强化自身的岗位责任心,预防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种子质量问

题。 

3.4 优化驱动战略 

鉴于现代农业的逐步健全和完善,不仅增加机播和精量

播种面积,还对农作物种子纯度、发芽率提出严格要求。特

别是在环境气候多变的情况下,种子活力和抗性标准是鉴别

其质量的前提,而在绿色农业或精简栽培等领域,更是在农

机农艺双向融入的前提下,对农作物种子早熟性、抗倒性有

着新突破。而在本辖区内,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情况下,

依据育繁推等政策标准,全力推广抗逆性强、丰产性佳、适

应性强、生育期合理的种子品种,使之可在保证种子质量的

情况下,展现自身的增产潜力。 

3.5 强调种子检验队伍的构建 

强化农作物种子检验队伍的构建,是保证其质量的前提,

更是衡量检验结构独立性、稳定性工作价值的关键。若要更

好实现此目标,则可在岗位待遇和职称评定上予以适度“倾

斜”,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导向,使之保证种子检验工作的

序性化施行。尤其针对《种子法》的学习和培训,以岗位编

制、工作量限制为目标,逐步减轻检验机构工作任务量和难

度系数,辅之专业化技能、检验设备的融合,以便可在做好检

验队伍构建的情况下,全方位增强自身的检验技能。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业部门的逐步发展,不仅为农作物种

子市场带来前景,还会在加重市场竞争的同时,促进相关经

营方式的创新与改革,即不再局限于传统模式,而是逐步向

多元化、多方面的角度拓展。而若要在此过程中若要农作物

种子管理职责落实,则可在强化检验人员和管理人员专业素

质的情况下,辅之《种子法》相关内容的学习,满足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陈修凤,范方敏,姚高学.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

场鉴定问题及其策略[J].农技服务,2016,33(5):45. 

[2]玛尔哈巴,代丽曼.农作物种子田苗期存在问题与对

策[J].种业导刊,2016,(3):17-18. 

[3]徐振萍.浙江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成效、问题及对

策措施[J].中国种业,2017,(5):17-19. 

[4]史鸿儒.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鉴定的思考[J].农

技服务,2016,33(8):178. 

[5]杨红,张晓.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鉴定的基本程

序和注意事项[J].汉中科技,2016,(4):26-27. 

[6]柳枫.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J].工程技术:全文版,2017,(2):0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