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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制售假劣农资犯罪

2024年开春以来，全市公安食药环森部门严厉

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犯罪，切实维护春耕生产秩

序和农民切身利益。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联合，成功

打掉一个犯罪网络遍布广东、云南、浙江等 11省，非

法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名，打掉生产窝点 1个，查获伪劣化肥 200余吨，涉案

总金额 3500余万元。

2024 年 2 月，南召县公安局接举报线索，该县

某乡村有一团伙以赠送礼品、免费餐饮等方式，诱

导农民参加“知识讲座”，借机售卖化肥。经检测，

所售化肥磷、钾和复合微生物有效活菌等含量均

不达标。此时正值春耕播种购肥高峰期，伪劣化

肥流入市场将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安全。市公安局

高度重视，立即赶赴南召，联合开展初查工作，于 3
月 12日立案侦查，并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组织侦

破工作。

经侦查，2011年 6月，李某峰在河南省某市加油

站附近租赁厂房，成立“某宝肥业有限公司”，冒用其

他厂家的《化肥登记证号》，雇佣 10余名工人使用搅

拌机、上料机、封口机等设备，利用味精废液（含氮元

素）、调土（含有机质）、微生物菌剂等原料，生产假化

肥，伪造《合格证》，根据订单需求将假冒化肥包装为

不同功效的化肥进行销售。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 月，何某华联系李某

峰，分批订购假化肥，伙同何某峰等 14人组成化肥

“售卖团”，在南召县某乡酒店公寓附近，用话术将

假化肥包装成具有“促进生长、防治病虫害、灭草

多种功效”的“新型复合微生物肥料”，由销售员进

一步诱导群众签订购买合同，购买假化肥。至案

发，共销售假化肥 150吨，初步统计受害农户达 340
户。

专案组通过对 30 余家购买化肥的农户走访调

查，锁定该县刘某参与销售伪劣化肥，于 2024年 3月
28日将其抓获，并通过分析研判手机数据、资金往来

等信息循线深挖，很快确认该团伙核心成员何某华

的身份信息和行为轨迹。结合前期走访摸排、视频

侦控等情况，基本摸清该农资团伙犯罪脉络，并锁定

多名成员活动轨迹。专案组迅速出击、果断收网，于

2024年 4月 12日将公司负责人李某峰抓获，现场查

获劣质化肥 30余吨，制假原材料 40余吨，各种化肥

包装袋 10余万条，查封假冒伪劣化肥生产线 1条。

“结合案件规律和季节性犯罪特点，牵头打大攻

坚。”市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类案情，他们

主动加强对外沟通对接，弥补信息研判支撑不足、案

源少的短板，做足案件经营扩线，加强与检、法沟通

协调，提请提前介入指导，攻破系列大案，取得突出

战果。

打击生产销售伪劣酒类产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市公安机关紧密围绕

易引发警情的食品类、侵权假冒类等重点领域案件，

聚力推进“涉假酒犯罪专项打击”等专项行动，分领

域、分波次开展专项打击整治，在实战中摸索规律、

提炼技战法，形成打击类案侦查指引，破获了一大批

案件。

2023年 7月，宛城区公安分局在侦查案件线索

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宋某某存在销售假冒名酒情

况，通过顺线追踪发现王某某、赵某某、李某某 3名人

员涉嫌生产、销售假酒，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经过

近两个月的秘密侦查，锁定 3名制假人员生产窝点、

储存仓库，摸清原料供应商及销售渠道，基本查清了

生产、销售全链条犯罪事实。

2023年 9月 23日，专案组组织 70余名警力集中

行动、统一收网，捣毁生产窝点 5处，抓获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赵某某、李某某等 19人，并在生产、仓储窝点

查扣大量制假工具、原料酒、包材、假冒品牌酒。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赵某某、李某某等人

采购打包机、灌装机、压盖机等设备，网上购买桶装

散酒，从师某某处采购酒瓶，从温州、成都等地采购

酒箱、商标、合格证等包材，利用租用的民房为生产

窝点，制作加工成品假酒，联系下线宋某某、崔某某

等人销售至南阳市各县（市、区），形成一个集生产、

包装、销售全链条制售假冒名酒的犯罪链条。

宛城区公安分局通过缜密侦查，随着王某某等

人的落网，成功侦破了这起制售假冒品牌名酒案，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18名，捣毁生产、仓储、销售窝点 5
处，查扣涉案车辆 5 辆，现场扣押假冒名酒 1500 余

箱、生产假酒所需原料酒 160余桶，各种包装材料 3
万余套，初步查明涉案金额 1500余万元。

此外，公安机关历时 4个月深度经营、充分研判，

深入县城周边乡镇和城乡接合部等处快递、物流点

侦查追踪，全架构掌握相关人员活动规律，成功打掉

了盘踞在桐柏县、南召县某乡镇，依托淮河天然优

势，辐射多个省市的生产、销售各种伪劣高档酒品，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家族式犯罪团伙，涉案价值

2000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8名，捣毁制假酒窝点

4处，缴获各类假酒近 200箱。

重点筛查电商涉假投诉

针对当前打击食药环森犯罪线索发现难、信息

赋能转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我市公安机关强化部门

协作，每月梳理分析食药环森领域警情、行政部门办

理案件、12315平台受理的投诉举报线索，有的放矢

挖掘案件线索。

坚持情报先行，加强警企协作，积极与阿里、腾

讯、京东、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建立合作机制，重点筛

查电商、直播平台退货记录以及平台受理的涉假投

诉举报信息，研判产出线索 270余条，推送至属地公

安机关落地核查，在工作中逐步建立了研判-推送-
反馈的全流程闭环，机制促效逐步显现。

2024年 6月 19日，栗某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在

拼多多商铺“朱某户外”购买的 4件某知名户外品牌

商品疑似有问题，后经厂家鉴定后发现这 4件商品均

为假冒商品，并且拼多多商铺“朱某户外”也未取得

公司的授权证明。淅川县公安机关联合市场监管部

门迅速开展侦查。

经调查，姚某兴销售的假冒商品均从峨眉山市

关某服饰公司购进，该公司在未取得任何授权证明

情况下，从网上购买该品牌服饰标识、标牌以及 LO⁃
GO 生产假冒服饰进行网上销售。该店铺销售量达

5.3万单，销售额超 20万元，姚某兴等 4人涉嫌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公安机关抓获，目前该案

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利剑出鞘，假货无处遁形。聚焦群众和企业合

法权益，我市公安机关一直紧紧围绕民生安全、行业

安全、产业安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制售假冒伪劣服

饰、家用电器等事关群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的突

出违法犯罪，切实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维护

企业合法权益。③5

守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侦办案件423起，打掉窝点86个……

又到“3·15” 看看打假维权成绩单
本报记者 王蕾

排查化肥等农资物品 （资料图片）

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与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活品
质和生命安全，关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关乎社会安
全稳定。

2024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多措并举，坚持以打开路、
以打促建，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食药环森领域安全突出问
题，强力推进“昆仑2024”、农资打假、“清风2024”、打击非
法开采矿产资源等系列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食药环森和
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坚决守牢食药环森领域安全防线，有效服
务保障民生，共侦办食药环森领域案件423起，打掉窝点86
个，移送起诉1371人，涉案价值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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