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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是中国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
的核心主体。“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民智则中国智”，我们非
常认同这个观点。让农业变成高效的绿色产业，让农民变成
富裕而有尊严的群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2316三农
服务热线公益性专用号码的设立就是为此目的， 旨在着力
解决广大农民朋友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目前山西省已开通了 12316三农热线语音电话服务、
晋农·天天 12316网络服务、12316短信服务和 12316专
家会客厅农村广播等多种服务形式。为更好地服务农民，指
导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信息服务三农的能力，我们组织编写
了《山西省 12316三农服务热线专家面对面丛书》，希望以
此能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帮助三农发展。

本丛书包括种植业卷（上下册）、养殖业卷、农经政策
卷，约130万字，由我省近 70名 12316专家共同编写而成，
内容涵盖玉米、小麦、马铃薯、小杂粮、水果、棉花、蔬菜、中
药材、植保、土壤、农村能源、政策法规、畜禽养殖以及疫病
防治等。本丛书紧抓农民群众这一受众群体，紧密联系农村
实际，从农民朋友生产需要出发，以具体事例为切入点，力
争打造成农民朋友愿意看、普通大众看得懂的精品图书。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行、
专家学者、农技人员及农民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
修订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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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6三农服务平台简介

12316三农服务热线是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统一专用号
码，是农业部门为进一步拓宽信息服务渠道、提高农业信息服务
能力而建立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一、使用办法
12316是公益性服务热线，为了向全省广大农民朋友提供快

速优质服务， 我们精心选拔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省、
市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队伍，着重解决广大农民朋友在农业生
产中遇到的困惑和疑难问题。 无论是使用固定电话还是手机，都
可以直接拨打农业公益服务热线 12316，在全省范围内直接拨打
“12316”号码即可，无须加拨区号，早 8点至晚 6点由权威专家在
线免费解答。

二、服务内容
（1）农资打假方面的投诉、举报；
（2）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办理，农药、肥料等有关政策法规；
（3）种植业有关政策（如种粮补贴等）、沼气建设、农田基本建

设、农业自然灾害应急等；
（4）兽医、兽药、饲料等相关信息和政策；
（5）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与审批；
（6）农村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关政策等；
（7）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
（8）农业标准化、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申报

等；
（9）种植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
（10）农作物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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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动植物防疫有关技术问题等。
12316是一个综合为农服务平台，除语音热线外，目前提供

的服务方式还有晋农·天天 12316网站（www.sx12316.com）、山西
农村广播 12316专家会客厅、12316短信平台和 12316网络专家
面对面等。山西农村广播 12316专家会客厅在每周二、周三、周四
中午 11:30~12:00时间段内播出， 各地收听波段为：AM603（太
原）、AM1008（忻州）、AM1098（阳泉、长治）、AM1503（晋城、运
城）、AM747（吕梁）、AM1422（临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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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关农业法律法规知识
一、农作物种子法律法规知识问答

1.主要农作物包括哪些内容？ /001
2.《种子法》规定的品种是什么？ /001
3.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经过审定吗？ /001
4.其他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引进实行什么制度？ /001
5.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分几级？ 原则是什么？ /001
6.经过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应该怎样合理引种推广？ /001
7.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实行什么制度？ /002
8.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002
9.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向审核机关提交哪些材料？ /003
10.农作物种子经营实行什么制度？ /003
11.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向审核机关提交哪些材料？ /004
12.种子经营者的种子经营档案应该载明什么内容？ /005
13.《种子法》对保护种子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是如何规定的？ /005
14.种子经营者对种子使用者应履行哪些义务？ /005
15.什么是假种子？ /006
16.什么是劣种子？ /006
17.哪些农作物种子应当加工、包装后销售？ /006
18.哪些农作物可以不经加工、包装进行销售？ /006
19.《种子法》对种子加工、包装做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006
20.农作物种子标签应当标注哪些内容？ /006
21.种子广告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007
22.什么是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 /007
23.现场鉴定由哪个机构组织实施？ /007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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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现场鉴定应该怎样提出申请？ /007
25.对田间现场鉴定有异议的，当事人应该怎么办？ /008
26.在哪些情况下，种子管理机构对现场鉴定不予受理？ /008
27.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应该怎样处罚？ /008
28.对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
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应该怎样处罚？ /009

29.对经营的农作物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违法行为应
如何处罚？ /009

30.对经营的农作物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
规定的违法行为应该怎样处罚？ /009

31.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应怎样处罚？ /009

32.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违法行为该如何处罚？ /009

33.《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对代销种子都做了哪些规定？ /009
34.未按规定而进行了代销种子者，应怎样处罚？ /009
35.因农作物种子质量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应该怎么办？ /010

二、《山西省肥料管理办法》知识问答
1.哪些肥料免于登记？ /010
2.肥料生产企业申请肥料登记需提供哪些资料？ /010
3.办理肥料登记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010
4.哪些肥料登记证由农业部发放？ /011
5.哪些肥料登记证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 /011
6.销售省外登记的肥料产品，需办理什么手续？ /011
7.如何办理肥料登记的续展登记和变更登记？ /011
8.肥料生产企业取得肥料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012
9.肥料产品的合格包装应包括哪些内容？ /012
10.哪些单位可以从事肥料经营活动？ /012
11.从事肥料经营单位应具备什么条件？ /013
12.肥料经营单位购进肥料时应审核肥料生产或批发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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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资料？ /013
13.肥料的简单鉴别方法有几种？ /013
14.如何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013
15.哪些单位可以抽取肥料样品？ /013
16.发布肥料广告应履行什么程序？ /013
17.未取得肥料登记证或肥料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
肥料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肥料的如何处罚？/014%

18.肥料登记证或肥料临时登记证有效期满未办理续展
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肥料的如何处罚？ /014

19.肥料经营者逾期不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就其经营的
肥料品种备案的如何处罚？ /014

20.假冒、伪造或转让肥料登记证、号或肥料临时登记证、号的
如何处罚？ /014

21.《山西省肥料管理办法》对肥料使用过程中发生技术纠纷的
是如何规定的？ /014

22.何为假肥料？ /014
23.何为劣质肥料？ /014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肥料标识详细内容、具体要求有
什么？ /014

三、《农药管理条例》知识问答
1.农药管理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哪个部门？ /016
2.什么是农药？ /017
3.农药分哪几个类型？ /017
4.什么是农药毒性？ 可分几类？ /018
5.什么是安全间隔期？ /018
6.在什么情况下办理变更登记？ /018
7.我国农药登记有哪些类别？ /018
8.农药产品包装应具备哪些条件？ /018
9.农药标签应当标注哪些内容？ /018
10.我国对农药产品标签内容有哪些具体要求？ /019
11.农药标签制作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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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农药生产企业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023
13.哪些单位可以经营农药？ /024
14.农药经营单位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方可经营？ /024
15.怎样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 应提供哪些材料？ /024
16.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025
17.农药经营单位销售农药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025
18.怎样用简便方法识别伪劣农药？ /026
19.使用农药应注意哪些问题？ /026
20.怎样准确、安全地进行农药配制？ /027
21.什么是药害？ 应该如何补救？ /027
22.如不慎农药中毒，应如何急救？ /028
23.如何发布农药广告？ /029
24.生产、经营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
登记证）和已撤销登记的农药尚不构成刑事
责任的如何处罚？ /029

25.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
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尚不构成
刑事责任的如何处罚？ /029

26.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擅自
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尚不构成刑事责任的
应如何处罚？ /029

27.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农药尚不构成
刑事责任的如何处罚？ /029

28.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号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号的
如何处罚？ /030

29.生产经营假劣农药应如何处罚？ /030
30.国家对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和磷胺等

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有哪些规定？ /031
31.什么是“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 /031
32.鼠药经营如何管理？ /031
33.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
如何处罚？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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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知识问答
1.《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何时正式实施？ /032
2.《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哪些主要内容？ /032
3.本法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由哪些部门负责？ 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的主体是谁？ /033

4.本法规定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制度有哪些？ /033
5.农业部门应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
实施？ /033

6.本法明令的“六个禁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34
7.本法强调的“八个不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34
8.本法中，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肥料、兽医器械，实行什么制度？ /035

9.本法中，对农产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规定有哪些？ /035

10.本法中，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对其
成员应当提供什么帮助？ /036

11.本法对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农产品，有什么要求？ /036
12.本法对属于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农产品，有什么规定？ /036
13.依法需要实施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附具何种
标志、证明？ /036

14.本法规定，由谁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 /036
15.本法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由谁来公布？ /037
16.本法规定，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机构，应当具备
什么条件和能力？ /037

17.本法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应当遵循
什么原则？ /037

18.本法规定，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对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有异议的，应怎么办？ /037

19.本法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何要求？ /037
20.本法对农产品销售企业有何要求？ /038
21.本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行使什么权力？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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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本法规定，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应当采取什么
措施？ /038

23.本法中，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违反规定的，
应当怎样处理？ /038

24.本法规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
出具检测结果不实的，应当怎样处理？ /038

25.本法规定，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
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
应当怎样处理？ /039

26.本法对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应当怎样处理？ /039

27.本法规定，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
应如何要求赔偿？ /039

28.按本法规定，生产销售的农产品含有微量的禁用投入品
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039

29.本法对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如何进行行政处罚？ /039
30.什么是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查？ /039
31.本法对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查是如何规定的？ /040
32.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涉及犯罪的罪名主要有哪几个？
各犯罪的立案标准分别是什么？ /040

33.%《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范的宣传标语主要有哪些？ /041

五、《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知识问答
1.《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何时
施行？ /042

2.《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043
3.什么是农产品？ /043
4.什么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043
5.农业投入品指什么？ /043
6.农产品包装指什么？ /043
7.什么是农产品产地？ /043
8.《条例》对各级人民政府作了哪些规定？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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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条例》对乡镇人民政府有什么规定？ /043
10.《条例》对村民委员会有什么规定？ /044
11.《条例》对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
农产品生产企业有什么规定？ /044

12.《条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是
如何划分的？ /044

13.《条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发布是
如何规定的？ /044

14.《条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宣传、监督是
如何规定的？ /044

15.哪些区域设置农产品产地安全监测点？ /045
16.农产品产地“三个禁止”是什么？ /045
17.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045
18.《条例》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信息公布是
如何规定的？ /045

19.《条例》对禁止生产、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是如何规定的？ /045
20.《条例》对销售国家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是
怎么规定的？ /045

21.《条例》对农业投入品批发市场开办者有哪些规定？ /046
22.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的两个制度和两个
记录是什么？ /046

23.农业投入品进、销货记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046
24.农产品生产中不得有哪些行为？ /046
25.《条例》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
农产品生产有哪些规定？ /046

26.《条例》对获得“三品”认证证书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证书的生产单位的农产品生产有哪些规定？ /047

27.农产品生产记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047
28.推行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047
29.农产品产地准出名录包括哪些内容？ /047
30.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农产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应当如何处置？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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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哪些情况要求对农产品进行包装？ /048
32.《条例》对农产品包装有什么规定？ /048
33.《条例》对农产品包装材料有什么规定？ /048
34.不需要包装的农产品应当如何标识？ /048
35.农产品的包装或者标识应标明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048
36.农产品的包装、标识文字有哪些规定？ /048
37.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权有哪些？ /048
38.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的有关规定是什么？ /049
39.监督抽查检测农产品是如何规定的？ /049
40.《条例》对农产品监督抽查复检是如何规定的？ /049
41.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制度的有关规定是什么？ /049
42.《条例》对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律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049
43.《条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的法律责任是
如何规定的？ /050

44.农业投入品批发市场开办者未对经营者从业资格进行
审查的会受到什么处罚？ /050

45.农业投入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发现经营者销售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淘汰的农业投入品而未报告
会受到处罚吗？ /050

46.未按照规定建立、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会受到什么处罚？ /050
47.伪造、涂改或者未按规定建立、保存农业投入品进、
销货记录会受到什么处罚？ /050

48.未按照规定对农产品进行包装或者标识会受到
什么处罚？ /051

第二章 农业安全生产知识
一、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知识问答

1.什么是有机食品？ /052
2.什么是有机农业？ /052
3.有机食品生产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052
4.有机食品加工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052
5.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成为有机产品需要哪些条件？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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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机产品生产基地环境要求是什么？ /053
7.有机产品产地的相关规定都有哪些？ /053
8.生产有机马铃薯需要的产地环境条件和品种条件是
什么？ /053

9.有机食品生产的施肥技术是什么？ /054
10.有机农作物生产的病虫害防治技术是什么？ /054
11.在有机畜禽生产中，畜禽疾病的防治技术应遵循的
原则是什么？ /054

12.有机产品与未认证的产品有什么区别？ /055
13.有机食品包括哪些产品？ /055
14.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 /055
15.国际上有哪些有机食品法规和标准？ /055
16.我国的有机食品标准包含哪些内容？ /056
17.国际上有哪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有机食品标志？ /056
18.我国有机产品标志的含义是什么？ /056
19.我国发展有机食品有哪些有利条件？ /056
20.我国发展有机农业必须把握什么原则？ /056
21.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056
22.有机食品申请人有什么条件？ /057
23.怎样申请有机食品认证？ /057
24.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是多久？ /057
25.2010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与 2005版的主要
区别是什么？ /057

26.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食品的主要途径有哪几个方面？ /058
27.农药污染食品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058
28.什么是有机肥料？ /058
29.什么是有机农业生产的转换期？ /058
30.什么是有机农业平行生产？ /058
31.什么是有机农业冲顶加工？ /058
32.为什么有机农业生产要求轮作、间作和套作？ /058
33.有机食品加工工艺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059
34.什么是有机食品销售证书？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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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绿色食品续展的定义是什么？ /059
36.绿色食品标志编号和企业信息码的含义是什么？ /059
37.绿色食品现场检查工作有哪 5个步骤？ /060
38.什么情况下可以免做水质监测？ /060
39.续展申请人名称或商标变更者应提供哪些材料？ /060
40.证书变更程序是怎样的？ /060
41.什么是绿色生资？ /060
42.绿色食品续展需准备哪些材料？ /061
43.绿色食品续展需具备哪些条件？ /061
44.什么情况下不能进行绿色食品续展认证？ /061
45.绿色食品续展程序是什么？ /062
46.续展企业环境监测需提供哪些相关材料？ /062
47.续展产品检测需提供哪些相关材料？ /062
48.初次认证和续展认证程序上的区别是什么？ /062
49.初次认证和续展认证产品检测要求不同之处是什么？ /062
50.初次认证和续展认证环境要求不同之处是什么？ /062
51.什么是绿色食品？ /062
52.绿色食品的特征是什么？ /062
53.绿色食品标志的含义是什么？ /062
54.申请绿色食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063
55.绿色食品标准内容有哪些？ /063
56.绿色食品认证有哪几个环节？ /063
57.申请绿色食品申请人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063
58.申请认证绿色食品产品需具备哪些条件？ /063
59.申请绿色食品认证需准备的资料有哪些？ /064
60.绿色食品禁止使用的肥料有哪些？ /064
61.生产绿色食品使用农药的特点是什么？ /064
62.绿色食品标准的定义是什么？ /064
63.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的特点是什么？ /064
64.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哪些情况发生变更必须报经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批准？ /065

65.绿色食品标准的属性是什么？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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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关于绿色食品产品标准的选用原则是什么？ /065
67.什么是无公害农产品？ /065
68.对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申请人资格有什么要求？ /065
69.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性质是什么？ /065
70.目前我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066
71.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运作模式和市场定位是什么？ /066
72.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含义是什么？ /066
73.什么产品能认证无公害？ /066
74.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程序有哪几个环节？ /066
75.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哪些？ /066
76.什么是无公害内检员？ /066
77.无公害内检员应符合哪些条件？ /067
78.什么是无公害检查员？ /067
79.无公害检查员应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067
80.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是否可以印刷？ /067
81.如何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067
82.怎样区分普通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 /068
83.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公害农产品？ /068
84.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068
85.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现场检查工作程序是什么？ /068
86.无公害农产品对产地环境有什么基本要求？ /068
87.无公害农产品对农药的使用有什么要求？ /069
88.无公害农产品对兽药的使用有什么要求？ /069
89.无公害农产品复查换证和首次申报有什么区别？ /069
90.什么是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069
91.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069
92.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工作由哪个机构负责？ /069
93.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070
94.无公害标识的种类、规格、尺寸有哪些？ /070
95.违规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处罚原则是什么？ /071
96.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申领程序是什么？ /071
97.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中，申请人出现哪些情况不予换证？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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