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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植保植检工作新探索①

肖晓华

重庆市秀山县植物保护检疫站,重庆 秀山409900

摘 要:植保植检工作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工作思路,不断提高植保植检工作水平与效率,是现代

植保人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现实而迫切的课题.本文以重庆市秀山县为例,分析了植保植检技术人员年龄老化、队伍

能力整体弱化以及经费保障问题、体制问题、管理问题等植保植检工作面临的困局和问题;提出了植保植检法制

化、队伍稳定化、职能专业化、技术研究前沿化、技术应用推广适用化与集成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协作化、装备

现代化、投入多元化、宣传培训常态化等植保植检工作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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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大众对植物安全,特别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不断提高.在全球气候变化、种

植制度改革和植保植检技术不断进步的形势下,农作物病虫害传播、发生与危害出现新的变化与特点,“绿

色、环保、生态”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在新时代新要求的大背景下,植保植检工作如何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工作思路,不断提高植保植检工作水平与效率,就成为现代植保人必须面对与解决

的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1 当前植保植检工作的困局与问题

1.1 植保植检技术人员年龄老化,队伍能力整体弱化

当前,我国县级以下无专职植保植检专业技术人员,植保植检技术应用与推广存在断层.在近年来机

构改革与调整中,植保部门进一步弱化,人员大量分流[1].如:重庆市秀山县植保站,作为国家级农作物病

虫测报标准化区域站之一,要承担繁重的病虫监测、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推

广、新技术试验示范及植物检疫等工作,人员却严重不足,由以前8人减少为目前的4人,年龄最小46,最

大53岁,10年来未引进或调入专业人才,人员严重不足.更由于基层植保植检工作任务太重、条件艰苦,

本级农业系统内部其他单位的人员也不愿到植保植检部门工作,队伍整体弱化,导致植保植检功能拓展极

为困难.

1.2 经费保障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各级财政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头预算的办公经费能够足额落实.
总体上,全县植保方面的经费是逐年增加.近年来,植保植检经费方面最大的问题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使用

问题.项目经费一般以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绿色防控补贴资金、统防统治补助资金等名义下拨,项目资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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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严格管理制度,监察与审计要求十分严格,使用方向有明确规定.从事基础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

警工作的经费不能列入,且大量的植保新技术新器械的试验示范与推广经费严重缺乏.导致植保植检新技

术新器械试验示范与应用推广十分困难,技术创新不足.

1.3 体制上的问题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植保植检体系受到的冲击较大.植保植检职能职责较为混乱,特别是基层植保

植检系统,目前,很少有单独的机构存在,按照“行政、执法、技术支撑”分离的原则,植保植检的部分职能

边缘化、模糊化,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容易导致工作中的推诿扯皮现象.

1.4 管理上的问题

在现行的国家项目管理上,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表现为基层单位不愿争项目,不愿做或不敢做项目.
承担项目越多,出错的几率越大,面临的监察、审计与问责越多.承担项目的多少与实施的项目质量,与专

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福利不挂钩,反而是项目越少甚至没有项目的单位越安全.在植保植检工作的管理上

缺乏竞争、激励与奖惩机制,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弊病[2].

2 植保植检工作新思路

2.1 植保植检观念法制化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陆续颁布

实施.《生物安全法》将植物疫情防控与卫生防疫、动物疫病防控并列为三大防疫体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

高度.植保植检人员,不但要专研技术,还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学法懂法.一方面,要依法

办事,注重植保植检工作程序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利用法律法规来推进植保植检工

作,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和依法办事的本领.

2.2 植保植检队伍稳定化

目前,植保系统人员不足、队伍不稳现象较为严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健全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这为植保

事业的发展和植保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同时,这也是充实发展植保队伍的新机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条例》明确了病虫害防治主体责任,并在健全工作制度、突出队伍建设和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作出了具体

规定.要借鉴国内外卫生防疫、动物防疫的做法,根据《生物安全法》关于“建立动植物疫情监测网络,组织

监测站点布局、建设,并纳入国家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要求,依法推进公益性植保机构体系建

设;另一方面,要出台并落实植保技术人员政策性福利措施与奖励办法,如落实车补、毒补等政策,稳定植

保技术人员队伍.

2.3 植保植检职能专业化

在农业系统中,植保植检工作专业性最强,业务要求最高.即使普通的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进入植保

植检机构,均要2年以上工作经历,才能真正融入该行业.从调查情况看,县级及以下植保植检机构,有大

量的非专业人员,特别是街道(乡镇)一级,很多从事该项具体工作的人员是复员退伍人员、工勤人员等,

植保植检专业技能的缺乏,常常出现技术上的盲区和工作上的被动局面.
要把植保工作特别是农药减量使用与农药零增长行动、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生态环保督察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避免大量的督察(检查)、整改以及扶贫帮扶与驻村等非专业

性工作占用(耗费)基层植保植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精力.在基层植保植检机

构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建议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行政统管,技术部门配合”的原则,由行政科站

牵头负责各项督察(检查)及整改工作,给植保植检专业技术人员,留足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抓好植保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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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关及技术试验示范与应用推广工作.

2.4 植保植检技术研究前沿化

随着环境和种植制度的变化,不仅出现许多新的病虫害,即便是原有病虫害,其发生与危害也表现出

新的特点.植物病虫害研究,既要根据现实需要,抓好绿色防控,更要具有前瞻性,加强对新出现病虫害的

相关基础研究,如近年来出现的草地贪夜蛾、黄脊竹蝗、沙漠蝗及一些新出现的检疫性疫情等病虫害,加

强技术攻关,做好技术储备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3-4].

2.5 植保植检技术应用推广适用化与集成化

各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植保植检技术,特别是绿色防控技术引进、试验、示范与应用推广,

必须因地制宜,做到技术应用适用化和简便化.如生物农药应用与推广,根据重庆市秀山县植保站做的大

量试验示范及农业业主反馈情况,单纯的生物制剂农药由于混配使用受限、保管期短等因素,植物源与矿

物源农药更受欢迎.高效植保施药器械方面,丘陵山地偏重于小型机械,平丘地区偏爱无人机及担架式机

动喷雾器等施药器械.
植保植检技术性强,技术手段多样,探索集成化或模式化应用,总结适宜于当地的技术集成模式,是

植保植检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如秀山县近年来总结推广的“生物农药+化学农药减量使用+农药助剂、全

程专业化统防统治”水稻农药减量模式,“灯诱+食物诱剂+生物农药+化学农药、全程专业化统防统治,

配合使用厚型塑料袋处理未熟先黄的蛆果及落地果技术”柑桔农药减量模式,“灯诱+诱虫板+毒·蜂杀虫

卡+生物农药+化学农药、全程专业化统防统治”茶叶农药减量技术模式,“诱虫板+太阳能杀虫灯+生物

农药(配合少量高效低毒低用量化学农药)、全程统防统治防治病虫害”李子农药减量使用技术模式,均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6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协作化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要树立区域协作、联防联治的观念,如水稻“两迁害虫”、草地贪夜蛾、红火蚁、稻

水象甲等害虫防控,大区协作、联防联治才是根本出路[5].

2.7 植保植检装备现代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植保植检装备水平得到较快发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装备,如新型远程智能

化监测系统、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等,逐步应用到日常性植保植检监测预警工作中.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施药器械装备,要根据形式发展需要,逐步引进新型施药器械,如动力伞、小型直升机等新型施药设备,逐

步提升专业装备及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大投入,促进植保植检装备现代化,是新时代植保植检工作的现实

需要.

2.8 植保植检投入多元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投入增多,农业补贴范围扩大,农民合作组织及农业公司自身造血功能增强,

植保植检投入将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农民合作组织、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大户)等,为自身效益考虑也会

增加投入.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家财政投入、农业业主投入的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是植保植检投入多

元化的现实需要.

2.9 植保植检宣传培训常态化

植保植检技术性强,技术更新较快,宣传培训是搞好植保植检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6].宣传培训要采

取农民、农业业主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宣传培训效果,如重庆市秀山县利用全县各地的LED
显示屏滚动宣传、无人机宣传等形式,均取得良好效果.宣传培训必须常态化和多样化,以解决植保植检技

术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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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IdeasforImprovingPlantProtectionand
QuarantineWorkintheNewEra

XIAOXiao-hua
PlantProtectionandQuarantineStationofXiushanCounty,XiushanChongqing409900,China

Abstract:Howtoadaptplantprotectionandplantquarantineworktotheneedsofsocialdevelopment,
constantlyupdateworkideas,andcontinuouslyimproveitslevelandefficiencyisarealisticandurgent
topicthatmodernplantprotectionpersonnelmustfaceandsolve.Thisarticleanalyzesthedilemmasand
problemsfacedbyplantprotectionandquarantinetechnicianssuchastheageingofplantprotectionand
plantquarantinetechnicians,theoverallweakeningoftheteamsability,fundingguarantees,systemis-
sues,andmanagementissues.Finally,somenewideasareofferedfortheimprovementofplantprotection
andquarantineworkinthenewera:institutionalizationofplantprotectionandquarantinework,stabiliza-
tionofitspersonnel,up-to-datetechnologyresearch,adaptableandintegratedtechnologyapplication,coordi-
natedcroppestcontrol,modernizedequipment,diversifiedinvestmentandregularpublicityandtraining.
Keywords:plantprotectionandquarantine;newchange;workingidea;Xiushan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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