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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农水〔2023〕25号

烈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关于印发
《2023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三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杨庄综合站、局属各相关部门：

现将《烈山区 2023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烈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2023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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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3 年化学农药减量化

行动实施方案》（淮农植函〔2023〕1 号）要求，为切实做好我

区 2023年化学农药减量化工作，提升绿色防控水平，全力保障

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特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目标

做好对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果菜等经济作物化学农

药使用强度（单位播种面积化学农药使用折百量）监测调查。科

学安全用药水平进一步提高，化学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主要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56%，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8%，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80%。

二、工作措施

（一）强化病虫监测预警。重点做好一类、二类农作物重大

病虫草害和植物疫情监测调查，突出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和重

点植物疫情，统筹布局监测网点和任务。推广应用害虫性诱自动

监测工具，示范应用智能化监测预报设备。全面启用省病虫疫情

信息调度指挥平台，规范填写上报监测信息报表。加强区级病虫

情发生趋势会商，及时发布病虫情信息。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

短信、电视、广播等方式，提高病虫预警信息发布时效性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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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二）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创建绿色防控示范区，发挥绿色

防控技术示范引领作用。制定粮食、油料和果菜等作物重大病虫

草害防控技术方案，持续推进主要农作物及豇豆等蔬菜类作物绿

色防控技术应用和示范推广。在重大病虫防控关键时期，组织植

保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病虫 疫情防控指导、政策

宣传和技术培训，落实防控工作措施，提高技术到位率。强化病

虫疫情防控资金、队伍等要素保障。进一步健全完善病虫疫情防

控指挥调度机制，落实病虫疫情报告和调度通报制度。

(三）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认真贯彻《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防治服务管理办法》，持续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体系与能力建设。积极参加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百强县”创建，引领统防统治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小麦“一

喷三防”关键措施，培育一批管理规范、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

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加大购买服务等项目资金对统防统治的支

持力度，发挥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的主力军作用，科学做好农作

物病虫草害及检疫性病虫的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促

进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全区统防统治社会化

程度和科学化水平，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四)开展科学安全用药培训指导。开展小麦赤霉病防治药剂

对比试验，筛选高效低风险药剂。开展小麦“一喷三防”试验示范，

为促进小麦增产的有效性应用提供科学依据。结合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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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程、农药经营者培训、科学安全用药等项目，加强对种植

大户、统防统治组织技术人员和农药经营销售人员指导培训，开

展全区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全区科学安全用药水平。

(五）加强农药使用调查监测。推进实施三镇一办种植业农

药使用监测调查工作。加强对农药使用监测调查人员和调查农户

的指导培训，指导农户及时准确记录使用情况，做到随用随记，

以防数据丢失。镇（办）负责植保工作人员要加强对农户提供数

据的审核，发现错误数据要及时核对更正，区植保站人员要对系

统生成数据进行认真分析，消除错误，减小误差，确保数据的科

学性、真实性。完善农药调查监测平台数据，为农药科学使用、

安全使用、减量使用提供支撑。

(六)推进农药使用监督管理。强化省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

应用培训指导，扎实推进农药购买实名制。新建一批标准化示范

门店，规范已经建成的市级和县级标准化示范门店，充分发挥其

在规范经营、门店布局、实名制购买、电子台账和使用指导等方

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强化农药执法监督，加大市场农药质量抽

查力度，依法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行为，完成全年农药市场质量监

督抽检任务。开展禁限用农药整治，加强行业指导、网格化管理

和执法检查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步提高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

（七）完成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

提升对中央环保督察、省委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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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立长效机制，巩固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及早明确省委环保督察整改内容和目标

任务，强化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将整改工作抓紧

抓实，顺利完成省委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验收销号工作。以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系统深入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化工作，

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办）要把化学农药减量化工作

作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切实抓紧抓好。要结合实际制定行动方案，明

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资金投入。强化与财政、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协

作，建立协调机制，积极争取区、镇财政投入，充分利用农业生

产救灾补助资金、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补助资金等，加大植物

保护能力提升工程配套资金和病虫害防治资金投入，整合资源，

形合力，切实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化。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

等媒体，广泛宣传化学农药減量化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

农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意义，推进农业生产者的积极

配合参与，争取社会各界关心与支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