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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农企合作共建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是农业部今年

推进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重要抓手。这种新模式该如何更好地推
行实施？农业部日前在成都召开农企合作对接会，交流各地好的经验
和做法，本刊特编发此专题，希望为推动该项工作有所借鉴。

农企合作 共推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农企合作共建示范基地，是推
进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重要抓手。
这项工作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多个
工作环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
筹安排、分工协作、狠抓落实、共同
推进。

为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着
力推进“三个到位”。一是责任落实

到位。共建示范基地所在县农业部
门要成立服务指导机构，加强协调，
加大投入，搞好服务，推进落实。示
范基地所在县植保机构发挥职能作
用和技术优势，把试点方案落实好，
过程指导和服务要到位，与农药和药
械等企业的联络要及时周到，确保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二是指导服务到

位。植保机构要根据共建示范基地
的总体安排和要求，结合生产实际和
农民的需要，包括新型经营主体的要
求，技术指导要及时有效，物资准备
要充足对路。农药和药械等企业要
主动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产品宣传
好、应用好、落实好，让农民用得放
心、用得安心。三是宣传培训到位。

要加强宣传引导，把好的做法和经
验，及时总结上报，搞好情况交流，推
动工作落实。技术培训要适时开展，
让参与共建的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用好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要搞好
督促检查，重要的是了解共建的进展
和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和农民解决
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着力推进“三个到位”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曾衍德

今年，四川省以病虫专业化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试点为抓手，将

“农企合作共建示范基地”工作纳入
“四川省到2020年农药减量控害行动”
方案，作为重要举措，分阶段稳步推
进，农企合作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广汉市与陶氏益农公司合作，依托
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为小麦、水稻种植
大户提供病虫害全程防治服务；金堂县
与巴斯夫公司合作，依托种植专业合作
社为葡萄、柑橘种植大户提供全程防治
服务。通过建立完善“三方合作”机制，

即县农业局植保站+农药生产销售企
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或植保社会
化服务组织合作机制，实施“四个统
一”，即“方案统制、技术统训、农药统
供、病虫统防”，科学搭配诱杀技术、诱
导免疫技术、避雨栽培等绿色防控措施
控制病虫危害，减少化学农药50%以上。

近年来，四川省全面构建了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及
时提供准确的植保情报；以60个现代
植保示范县为重点，选择粮油高产创
建示范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业千

亿工程万亩亿元示范片、“三品一标”
生产基地和重大病虫源头区，层层建
立IPM绿色防控示范园区。今年每个
县建立了主要粮食作物和优势经济作
物IPM绿色防控示范园区各1万亩以
上，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推进示范区120多个，能够提供大批农
企共建服务平台。大力培育植保社会
化服务组织，目前全省已注册或备案
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近 1000 家，涌现
出了成都新朝阳健康植保公司、蒲江
县卫农作物医院、广汉市惠民农机植

保专业合作社等一批能提供全程服务
的大中型服务组织。这些为农企合作
共建示范基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下一步，四川省将大力开展“农企
合作共建示范基地”建设，通过加大资
金投入、完善三方合作机制，加强宣传
发动，使合作企业数量逐年增加、示范
基地面积逐年扩大、覆盖作物种类逐
年增多。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合作企
业达到20家以上，共建示范基地达120
个以上，作物种类覆盖主要粮油作物
及大部分经济作物。

四川 聚合三方力量 共促农药减量控害

作为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黑龙江从2013年起，以节本增效、降低
农药用量、推动植保专业化防治为抓
手，提出了“植保一体化服务”这一设
想，和中化集团一起在五常、方正、肇
东、克山等4个县建立示范区，探索了
全新的植保服务模式。

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方分工协作，
由植保技术部门为合作社或种田大户
统一制定从种到收的病虫草鼠害综合
防治方案，并对项目实施全程管控，考

虑到科学轮换用药的问题，提出两套
用药方案，每年的方案不重复使用，防
止药剂连续使用产生抗药性。中化集
团负责提供方案所需药剂，第一年由
中化集团免费提供防控药剂，第二年
收取 50%的药款，第三年收 75%，第四
年全额收取药费（但也低于市场价），
同时参与全程应用技术指导；装备先
进、技术过硬的专业防治队负责药剂
施用，实现了统一方案、统一组织、统
一供药、统一施药、统一调查的集约化

作业、精准化施药。
项目实施三年，累计示范总面积

12.6 万亩，产生了“作物增产、节本增
效、农药减量、环境变好”四大效果。
据调查，示范区较对照区每亩增产7%~
28%，农户平均每亩纯增收 200 元以
上。4 个项目区平均防治次数比非项
目防区减少2~3次，平均亩用药量降低
20%以上，两年累计减少农药7.08吨。

由于病虫草鼠害防控统筹规划、
生物和生态措施综合运用，限制了化

学药剂的不合理使用、控制了农残超
标问题，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田间
天敌数量明显增加。肇东市项目区较
空白对照区害虫天敌增加率 57%，较
农户用药区天敌数量增加 3 倍；同时
对项目区抽样检测，施用药品的土壤
农残、粮（薯）农残均远低于国家限定
标准。项目实现了多方共赢，今年双
城、依兰、泰来、嫩江等多个县市已向
黑龙江省植保站申请加入，示范效应
显著。

黑龙江 农企合作探索植保一体化新模式

近年来，湖南省扎实推进农企共
建，精心构筑政府部门、新型经营主体、
服务组织、农药械企业“四位一体”协同
推进机制，着力控制和减少农药使用
量。去年，全省农药施用量由3年前的
6.5万吨减少到5.5万吨，减少15%；病虫
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下，主要农产品农
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提升到97%以上。

湖南在农企合作推进减药控害工
作中，突出重点抓主体，把新型经营主
体作为承载主体，把专业化统防统治
组织作为推动主力，把标准化生产基
地作为生产主阵地，创新方式抓共建，
形成农企合作新局面。

加大五项服务力度。围绕各类主

体，加大测报队伍建设力度，准确及时
预警，避免盲目用药；加大高效低毒农
药品种筛选推广力度，减少单位面积
施用次数和剂量；加大非化学防治措
施产品的推广力度，少用或不用化学
农药；加大高效施药机械更新力度，提
高农药利用率；加大农药使用减量“伴
侣”产品的示范和推广力度，既提升了
药效，又减少了农药使用量。

实行专项补贴。利用农业部水稻
重大病虫防治补助专项，以70%资金采
购高效低毒、亩用量少的农药，补助给
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和水稻生产主
体，支持江苏克胜、上海农乐、美国杜
邦等企业开展科学用药示范，今年落

实补贴资金达 2800 万元。2013 年以
来，在鼎城、沅江等20多个县支持宁波
纽康、河南佳多、湖北谷瑞特等企业开
展成建制连片3~5万亩绿色防控技术
补贴，累计补贴近3000万元。

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对一些重点
产业和重点区域，由政府向专业组织直
接购买服务，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在
柑橘大实蝇控防中，古丈县按每亩100
元的标准，向湖北谷瑞特公司购买绿色
控防服务，全县2.5万亩柑橘大实蝇虫
果率降到 1.9%以下，亩减少农药用量
400克以上，年减少用药12吨以上。

加强与企业合作。由政府改善农
田基础设施、创造先进药械推广环境，

山东三禾永佳、湖南豪锲等企业优惠
提供先进施药装备，农企联合共建高
效示范基地。近年，湖南省与四川蜀
峰及50个专业化服务组织合作，组织
全省 100 个县开展大面积农药减量助
剂应用示范，预计今年应用面积将突
破1000万亩次。2014年12月，湖南省
成立了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协
会，894 家服务组织入会。目前，协会
正在筹备组建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服务联盟，优选国内外农药
械企业入盟，服务组织联盟成员有望
向农药械企业联盟成员统一采购防控
物资，将为病虫害控防走向集约化、高
端化、生态化带来新的机遇。

湖南 突出重点抓主体 形成农企合作新局面

单一农药企业的产品难以
满足不同作物病虫害全程防治
要求，“一企、一县、一作物”模
式在试点过程中面临挑战。能
否提供“防治效果最好、防治成
本最合理”的作物病虫防治全
程解决方案，成为“农企共建示
范基地”的关键。

——四川省农业厅总经济
师 肖小余

声音

图为四川省广汉市农业部农企合作推
进农药用量零增长示范基地。张晓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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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冬枣绿盲蝽
不能单靠农药

每年进入6月中旬，是绿盲蝽象危害冬枣最
严重的时期。轻者造成枣芽晚发，叶片穿孔卷曲，
花蕾发育延迟；重者花蕾停止发育，幼果僵化脱
落，严重降低枣果的产量、品质，对来年树势也会
造成较大影响。当前防治绿盲蝽象的措施如下。

单独采取喷施化学药剂来进行防治绿盲蝽，
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防治成本高，容易产生抗
药性，增加防治难度。笔者建议大家，结合化学防
治，还可采取性诱引和物理防治的办法，对绿盲蝽
进行综合防治。

性引诱法 采用绿盲蝽诱芯引诱雄性成虫。
绿盲蝽诱芯主要成分是模拟雌性绿盲蝽成虫释放
的性信息素，配套诱捕器捕获前来“亲密赴会”的
雄虫，减少雌虫交配繁殖的机会，从而减少子代幼
虫的发生量。在操作上也比较方便，在绿盲蝽防治
区域内，成虫扬飞前，将本产品及配套诱捕器棋盘
悬挂于果树阴面通风处的树干上，悬挂高度约在株
高2/3处，或是高出作物5~20cm为宜。通常情况
下，4~6周更换一次诱芯。每隔100米悬挂一套，
使用2~3套可防止一亩冬枣园。绿盲蝽性信息素
是对绿盲蝽雄虫有专一性的天然昆虫信息素，保
护天敌，对环境、人畜无毒副作用。

物理防治法 冬枣树发芽前，要刮除老翘皮，
彻底清除园内杂草、烂枣及枯枝落叶，并剪除有卵
残桩带出枣园外集中深埋或烧毁。而后喷施3~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一遍，可有效降低虫卵基数和
虫卵的孵化率。

掌握喷药方法 即便要喷药防治，也应掌握喷
药方法和时间。应选择无风天气，在上午8~11
时，下午4时至日落进行，使用机动喷雾器最佳。
做到药液充足，喷严、喷细、喷匀、喷透，树下、地面、
地头、地边及杂草内均要进行喷药。 张立宁

冬枣绿盲蝽危害表现冬枣绿盲蝽危害表现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2015年东亚飞蝗
地面防治工作全面展开。本次防治全部采用高效
低毒生物农药，对人畜危害轻，具有低污染、低残
留、害虫不会产生抗药性等优点。张向阳 摄

我国农药施用技术落后，
解决农药过量使用问题，实现
零增长，关键的抓手是发展专
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尤其要组
建专业化的打药队。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韦志军

威远生化将充分发挥企业
优势,为基地示范共建提供量
身定做的技术服务；利用威远
电商平台免费为基地提供专用
二维码，使农产品管理可追溯；
提供大型施药机械开展专业化
统防统治专用的高效低毒大包
装农药及飞防专用药剂；提供
病虫草害防治交替用药、轮换
用药所需产品。保证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质量，争当标杆。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
限公司推广总监 赵建芹

农企合作共建示范基地，
将带动农药生产和经营方式变
革。科学使用农药离不开好的
药械，药械要配套，生产药械的
企业也应参与到共建中来。一
个基地应该有2~3套作物全程
病虫害解决方案，轮换使用，以
延缓农药抗药性。

——植保（中国）协会执行
总监 刘亚萍

为了促进农企共建示范基
地的建设，建议一是在示范点
不仅要关注用药量，还要加入
产量、品质和农民收入的衡量
指标；二是以作物解决方案为
基础，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三
是尽量选择在行业内有一定影
响力、具有自主研发能力、有药
害事故应急处理能力的企业参
与共建。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
司中国作物保护部总经理 吴
朝晖

农企合作、技物结合这种
新型服务模式，应尽快实现市
场化运作。方案制定和实施必
须由植保部门把关，融入绿色
防控、减量用药等理念和技术，
科学规范用药；选择合作企业，
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和规模，
有较多质量过硬、农户认可的
优质产品。要重点选择组织化
程度高的合作组织作为服务对
象，有利于各项工作开展和技
术措施到位。

——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
副巡视员 李世润

抓紧防治甘蔗梢腐病
目前温度高、雨水多、湿度大，很多甘蔗都感

染了梢腐病，心叶出现腐烂现象。如不及时防治，
就会形成“死尾蔗”和节间弯曲的“畸形蔗”，并大
量发生侧芽，形成“扫帚蔗”。

防治方法如下：注意检查甘蔗顶部叶片，发现叶
丫处有白色病斑出现或心叶上有腐烂现象，就要叶
面喷洒600倍20%噻菌铜水溶液，或1500倍33.5%喹
啉铜水溶液，或600倍20%噻森铜水溶液，或1000倍
可杀得叁千（46.1%氢氧化铜）水溶液进行防治。每
7～10天喷洒一次，连续喷洒2～3次，均匀喷湿所
有的叶片。注意喷湿心叶，以开始有水珠往下滴为
宜。在出现连日阴雨天气后，应趁晴及时喷洒一次
1000倍50%苯菌灵水溶液进行预防。 黄家南

为加快“三夏”生产进度，新疆新和县组织联
合收割机、麦秆粉碎回收机、麦草打包机等510余
台大型农机具。已完成小麦收割6.2万亩，预计7
月5日前将完成全部25万亩收割工作。图为该县
渭干乡苏盖提库孜勒克村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的
场景。 李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