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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史建中　赵志敏　梁小军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种子管理站，汉中 724200）

摘要：通过开展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阐述了勉县种子生产经营现状及备案情况，分析了网上备案系统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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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实施《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第 1 年，勉县高度

重视，及早动手培训种子经营人员网上备案操作系

统，利用种子市场检查的机会现场指导经营人员网

上备案操作方法，截至 2017 年 4 月底，全县 208 户经

营户完成网上备案 198 家，手工备案 6 家，备案率达

到 98%，完成油菜生产备案 3 家，共打印备案单 425
个，较好地完成了 2017 年春季水稻、玉米种子生产经

营备案工作。现将本县 2017 年春农作物种子网络备

案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对策。

1　种子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勉县现有各类农作物种子经营门店 208 个，其

中分支机构 3 个、委托代销 6 个，常年开展县内种子

批发配货业务，为县内种子经营批发商；经营不分

装种子的镇村门店 199 个。另外县外市还有 6 个

种子批发企业向本县批发配送种子。208 个种子经

营门店中种子（农资）经营店占 70%，小百货商店附

带销售种子的门店占 30%。常年受委托生产杂交

油菜种的企业、合作社、个人共有 4 家，制种面积近

667hm2。各经营门店配置电脑及网络的不足 40 家，

80% 的基层门店基本上不具备种子生产经营网上

PC 备案的硬件条件，40% 的经营户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全县种子经营从业人员中，50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群占 55% 以上，70 岁以上的老人占 5%。这部分

人大都不懂电脑，不会用智能手机上网。此种局面

成为制约网上备案的主要因素，导致开展种子生产

经营网上备案工作的难度较大。

2　开展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的有效措施
虽然勉县农作物种子备案工作已经开展多年，

但以往的备案主体仅限于对分公司、代销批发商和

生产者这 3 类经营主体进行纸质备案，备案总量仅

10 多家。新修订的《种子法》和《管理办法》实施后，

备案主体扩大到不再分装种子的末端零售商，而零

售商又占经营者的 95% 以上，且全部要求实行网上

备案。针对种子生产经营者门点量大、面广且分散，

经营人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硬件设施差的状况，勉

县种子管理站高度重视，采取了 3 方面的有效措施，

确保了 2017 年春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工作的顺

利开展。

2.1　及早动手开展宣传培训　2016 年 12 月中旬，

勉县种子管理站利用种子协会召开种子经营人员会

议之际，专门对备案系统进行现场教学培训，印发了

250 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系统操作指南》，做到人

手一册，技术人员利用多媒体教学现场演练操作步

骤，并创建了种子经营人员微信群，无论上班和休息

时间都随时给予讲解指导，于 12 月 30 日前基本全

部完成了用户系统注册，为种子网上备案工作打开

了良好局面。

2.2　完善硬件设施，服务备案用户　为方便打印备

案单，种子管理站自筹资金专门为市场管理科购置

了多功能打印复合机 1 台，向县农业局申请协调刻

制并经主管局发文启用了勉县农业局种子备案专用

章 1 枚，减少了备案者在种子管理站打印备案表后

去主管局盖章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做到了便民

服务。对不会实际操作的部分用户，现场手把手进

行操作指导，对经审核被打回的错误备案单，及时电

话告知其错误原因，并详细指导如何更正。

2.3　结合市场检查，现场指导促进　在种子经营期

间，每天安排 1 名专职工作人员受理备案审核、打

印、签发、盖章工作，其余执法人员集中巡回开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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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市场检查。重点检查门店备案情况，核查备案内

容是否和实际经营情况一致，是否建立经营档案，是

否存在违规、违法经营行为。在现场督察中对年龄

偏大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经营者，耐心进行操作

流程的演示指导。对使用老年机的用户，动员其尽

快购买智能手机。对年龄偏大的经营者，向他们的

子女或其他亲属进行指导培训，以便帮助完成备案

工作。据统计，2017 年经营户购置智能手机近 80
余部，子女亲属协助备案近 100 户，种子管理站工作

人员代为录入 30 余户，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了全县种

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顺利开展。

3　备案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为方便经营者完成备案，农业部在 PC 版备案

的基础上，委托北京中园软件公司开发了手机 APP
移动终端备案系统，切实解决了经营户用电脑备案

硬件不足的问题。手机备案系统经多次优化更新，

操作逐渐趋于简捷方便，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亟待尽快优化解决，以便备案更为便

利和实用。

3.1　备案用户注册缺乏限制，备案门店拥有多个账

户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主体是种子生产经营者，但

在备案系统用户注册时，可以用不同用户名随意为

自己或他人申请注册多个相同门店名称的账户，随

便填写一个备案者身份证信息和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或工商注册号）就可以通过注册，极不具备严肃

性。工作人员在管理中发现有的门店竟拥有 3~4 个

账户，最多的拥有 8 个账户，一旦删除多余账户，备

案者又电话反映自己不能登录完成备案，也给审核

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

3.2　手机 APP 无法准确识别农作物种子标签二

维码　农业部《农作物种子标签二维码编码规则通

知》第四条规定，农作物种子二维码应包括品种名

称、生产经营者名称或进口商名称、单元识别码、可

追溯网址 4 项信息，但现有种子企业使用的包装袋

并未全部更新，大部分包装袋虽然印制有二维码，但

是用 APP 扫描识别二维码时，95% 的品种显示二维

码格式不正确或信息不全，备案者不得不选用手动

添加品种信息。虽然备案表上只有作物种类、种子

类别、企业名称、品种名称、生产经营许可证号、起始

年份、种子数量、备注等 8 项内容，但从实际操作来

看，最易出错的是种子类别，“杂交”、“亲本”时常自

动跳转，选择的是“杂交”种子类型，备案单一提交

后却默认显示为“亲本”类别。尤其是填写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号时，既有英文字母、中文和数字，又

有特殊符号，而大部分用户只会使用手写输入法，录

入时稍有不当或选择不细心，就造成错误繁多。而

且工作人员还发现有的用户因为不会转换输入法，

或修改时不会移动字符光标，过多地录入了一些逗

点、分号、冒号等特殊字符，还会造成系统不能正确

识别语言，而无法提交备案单的现象。由于无法快

捷扫码录入信息，造成备案者意见很大。

3.3　手机 APP 无法二次添加品种或合并备案单　

在运行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利用 PC 版完成备案时，

经保存或者未审核撤回后，均可以在同一个备案单

中再添加品种，备案者经营的全部品种备案只需

1~2 张备案单就可以全部完成备案。但在手机 APP
中完成备案时，一旦保存了备案单，修改编辑时就无

法再添加下一个品种。由于经营者少则经营 10 多

个品种，多则经营 70 多个品种，有的一张备案单仅

备案 1 个品种，必然产生多个备案单，而管理系统又

不具有备案单合并功能。且每张备案单要求打印 3
份，相应增加了管理部门的备案打印成本，不利于节

本提效。

3.4　品种信息录入易发生错误，缺少自动审查提示

功能　由于经营者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人在

信息手动添加时使用的是手写录入，有的还不会转

换输入法，录入信息后不仔细检查就急于提交，导致

错误信息频出，而后台管理员在审核中又不具备改

错权限，只得打回重报。由于备案者还不熟悉在系

统中查看备案状态，每打回一个备案单，还需给备案

者打电话通知，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3.5　系统统计查询功能无法准确汇总分析　由于

备案者信息录入时填写错误，有的作物种类填写不

规范，有的在填写品种名称时使用了错别字，导致同

一个品种出现重复统计。例如本县经营的稻品种，

经手工统计共 106 个，但在系统统计中显示为 295
个，118 个玉米品种统计显示为 214 个。

4　对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建议
4.1　建议对经营不分装种子明确资质要求　由于

经营不分装种子无门槛限制，新增门点逐年增多，经

营者无论有无专业知识，都能申请到营业执照。只

要完成备案，都可以经营种子。建议上级管理部门



经验交流 332017年第７期

建宁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卢福安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农业局，三明 354500）

摘要：以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烘干等主要环节为重点，开展水稻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展示，集成一套

适宜当地耕作制度的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模式，能降低稻作生产成本，调动种粮积极性，确保水稻稳产高产、节本增

效，推动全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关键词：水稻生产；机插；全程机械化；技术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和全程机械化技术具有“增

产、创收、省时、省力”优点，2016 年建宁县大力推进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并加快了水稻新品种、新

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等“五新”推广，为全

县降低稻作生产成本，调动种粮积极性，确保水稻稳

产高产、节本增效作出了贡献。

1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主要任务
以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烘干等主要环

节为重点，开展水稻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

示范展示，集成一套适宜当地耕作制度的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模式，推动全县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 [1]。

2　实施主体
根据“有设备、懂技术、会管理、社会化服务能

力强、服务水稻生产面积 67hm2 以上、自有 33.3hm2

以上水稻生产基地、已建成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

范点”的条件要求，确定建宁县溪口镇勤建农机专

业合作社（省级农机示范社）作为实施主体。

3　完成任务情况
3.1　推广先进适用机具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的导向作用，对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急需的农

机具予以优先扶持，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技术

改造和产业升级 [2]。示范的溪口镇勤建农机专业

合作社配套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机具：（1）大

型拖拉机及配套机具：51.45kW 以上拖拉机及旋耕

机、起垄机等配套机具；（2）育秧播种成套设备：日

产精量水稻播种流水线，包括智能化催芽机、床土粉

碎筛选机、叠盘机、传送带、秧盘等配套设备，轨道

对委托经营、分支机构、经营不分装种子者设定相应

的资质条件，以提高种子经营人员业务素质。

4.2　建议对用户系统注册进行验证设置　同一个

经营门店只能注册一个账户，避免同一门店备案账

户用户名多而乱的现象。

4.3　全面规范种子标签二维码信息　建议农业部

对种子标签二维码信息和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内容

要求完全对应，二维码中增加企业生产经营许可信

息。同时加大对种子生产企业包装袋二维码的督促

检查，做好与备案系统的对接，以方便基层开展备案

工作。

4.4　优化改进手机 APP 操作系统　一是在手机

APP 中对经营不分装种子备案时，取消“亲本”种子

设置选项，或自动默认为“杂交”类别；二是建议在

手动录入模块中，对作物种类设置选项填写功能，实

现选择式录入，减少错误率，可有效避免影响后期的

查询统计准确率；三是增加不规范录入信息的自动

审查功能，减少备案者录入错误；四是优化手机备案

APP 品种添加功能，使其和 PC 版保持一致，即使被打

回的备案单，也能修改或者补充添加新的品种详情；

五是在管理系统中赋予审核人员纠错改错权限，避免

由于错别字录入而需要多次打回备案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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