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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研究进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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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采取生态调控、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技术和方法,将

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在允许水平,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植物保护措施.

本文分别从探索绿色防控的理念、开展绿色防控试验示范、创建绿色防控示范县、开展绿色防控培训宣传活动等4

个方面梳理我国绿色防控的研究进展及现状,进一步重点阐述了我国绿色防控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大面积推广

应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推进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对策与建议,旨在多途径推进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建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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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ceptof“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ofcropdiseasesandinsectpests”referstoplant
protectionmeasuresthatadoptecologicalregulation,agriculturalcontrol,biologicalcontrol,physical/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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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采取生态调控、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技术和方法,

将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在允许水平,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植物

保护措施[1-2].推进绿色防控,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关键措施.自

2006年我国提出“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新理念[3]以来,各地积极转变病虫害防控方式,大力推进病虫害绿

色防控,对实现农药零增长,促进农药使用减量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探索绿色防控的理念、推进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开展绿色防控试验示范等3个方

面阐述我国绿色防控的研究进展及现状,进一步综述了我国绿色防控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大面积推广应

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1 我国绿色防控的推进情况

1.1 探索理清绿色防控的理念和思路

1.1.1 逐步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2006年农业部在湖北襄阳召开的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

要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指出所谓公共植保,就要把植保工作作为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强化公共性质、从事公共管理、开展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所谓绿色植保,就是要把植保

工作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绿色职能、满足绿色消费、服务绿色农业、提供绿色产

品.“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的提出,为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保障[4].

1.1.2 全面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

2011年5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农办农

〔2011〕54号).该《意见》阐明了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对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义,

提出了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目标任务、主推技术,制定了推进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的对策措施,开启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新时代[1].

1.1.3 逐步规范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评价工作

为科学评价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发展水平,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制定印发了《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评价指标及统计方法(试行)》,明确绿色防控覆盖率,是指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实施病虫

害绿色防控的面积占该作物种植面积的百分比,要求每年正式统计全国和各省的绿色防控覆盖率[2].根据

文件规定,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评价指标包括技术先进性、综合防控效果、安全性评价、综合管理措施

和负面清单共5项.其中,前4项采用评分制,总分为100分;第5项为否决项,实行一票否决制.根据评

分情况,赋分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相关面积不计入绿色防控技术和措施应用面积;总分60分以上的为

合格,相关面积计入绿色防控技术和措施应用面积[2].从2019年开始,根据种植业管理司的安排部署,全

国农技中心每年组织开展绿色防控覆盖率统计测算工作,并于2021年组织构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覆盖率统计报送系统,将绿色防控覆盖率测算统计工作由省向下延伸到县、到田,倒逼绿色防控措施落

实落地.

1.2 组织开展绿色防控试验和示范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技中心每年在全国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组织开展蔬菜、果树、茶叶,以及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试验示范,带动了各地各级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优势农产品基地层层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动了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绿色防控示范区主要发挥3种功能:一是新技术试验区.凡是要推广应用的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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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试验的基础上,在示范区专门建立绿色防控技术试验区,对所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比较试验,以明确

新产品、新技术的防控效果.二是关键技术展示区.经过试验证明先进、实用、有效的关键防控技术,集中

一起,对植保技术人员、广大种植户等社会需求者进行展示,以达到对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和产品防控效果

进行展示推广的效果.三是集成模式示范区.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以作物全生育期病虫害绿色防控为主线,

以生产绿色、高质、高效农产品为目标,综合应用各项防控关键技术,集成配套实用的技术模式,通过示

范,向有关生产者推广[5].通过开展试验、示范,达到筛选一批新产品、熟化一批新技术、集成一批新模式、

建立一套新机制的目标,推进绿色防控技术落实落地,深入发展.

1.3 组织实施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活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新理念,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7部门共同研究编制并印发了《国家

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行动,建设300个绿色防控示范

县,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0%以上”的要求[6].根据部党组的决策部署和种植业管理司

的工作安排,全国农技中心于2019年启动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300个绿色防控

示范县的创建任务.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280个县组

织创建并申报示范县,经过专家评审,共203个县被评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7].通过开

展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扩大了绿色防控社会影响,为推进绿色防控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推进农药减量

增效,各地通过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基地,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绿色防控覆盖率比全国平均提高

20%以上,化学农药用量平均减少30%以上[8].通过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推广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带动农

户应用绿色防控技术,提高了农产品质量标准,带动了农产品品牌发展,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

1.4 大力开展绿色防控培训宣传活动

近10年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技中心利用农业培训等财政培训资金,重点加强以作物

病虫害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围绕主要新产品应用技术推广,重点开展以绿色防控投入品应用为主

线的绿色防控技术培训,每年举办全国性的技术培训5~10次,培训基层植保技术人员和经营组织技术服

务人员上千人次,并带动各地层层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培训,每年累计培训1000多场次5万多人次,促进了

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每年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新华网、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中国农业信息网、中国农技推广网等媒体加大绿色防控意义、做法和成效的宣传,

推进绿色防控向纵深发展.

2 推进绿色防控取得的成效

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是贯彻落实《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推进“农药使用减量化”、促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等多部门的协同攻关、共同努力下,病虫

害绿色防控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2.1 研发推广了一批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

近10年来,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全国植保体系与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加强合作,

研发推广了一大批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为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物资保障.总体

来讲,研发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与产品主要有5大类.

2.1.1 生态调控

重点推广了农田生态工程、果园生草覆盖、作物间套种、天敌诱集带等生物多样性调控与自然天敌保

护利用等技术,改造病虫害发生源头及滋生环境,人为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和作物抗病虫能力.例如,稻田周

边种植显花植物等保护利用天敌[9],对蝗虫滋生区进行生态改造,垦荒种植粮食、棉花、果树、香槐等作

物;对小麦条锈病菌源区实施退麦改种,调整作物种植结构,适期晚播等措施;对连作障碍导致蔬菜、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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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作物病害高发区采用微生态调控技术、优化根际生长环境等,通过切断病虫滋生和传播链条,减轻

病虫害的发生.

2.1.2 农业防治

重点推广了选用抗病虫品种、优化作物布局、培育健康种苗、改善水肥管理等健康栽培措施,以及保

护地(温室)土壤消毒技术,如太阳能消毒法;利用太阳热能和设施的密闭环境,提高设施的环境温度,处

理、杀灭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并促进土壤微量元素的氧化水解复原,满足作物生长发育需要.推广了施用

碳酸氢铵闷棚灭虫消毒法,利用设施可密闭,较高温度促进碳酸氢铵挥发出高浓度氨气、快速灭杀残茬作

物和寄生的有害生物.推广了保护地闷棚防治病虫害技术,利用设施栽培便于调节小气候的特点,以开、关

棚简单的操作管理,提高或降低温湿度,营造不适宜有害生物生长发育的短期环境条件.推广了“日晒高温

覆膜法”防治韭蛆新技术,在夏季韭菜收割后,在晴热天利用地膜覆盖地表,促进地温升高达到42℃左右,

维持4~6h,不仅实现了不用农药防治韭蛆等重大病虫害,还能促进韭菜根部生长,具有既提质增效、又

绿色环保的特点[10-11].同时,还推广了轮作倒茬、冬季灌水灭蛹等传统的农业防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小麦纹枯病、全蚀病,茄科作物青枯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有效降低了二化螟越冬基数,减轻了来年发

生程度.

2.1.3 生物防治

重点推广了以虫治虫、以螨治螨、以菌治虫、以菌治菌等生物防治关键措施,加大了赤眼蜂、捕食螨、

绿僵菌、白僵菌、微孢子虫、苏云金杆菌(Bt)、蜡质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NPV)、牧

鸡牧鸭、稻鸭共育等成熟产品和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积极开发植物源农药、农用抗生素、植物诱抗剂等

生物生化制剂应用技术[12-13].如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稻螟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蚜茧蜂防治烟草蚜

虫、捕食螨防治柑橘害蟎,应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农用抗生素防治各种病害,利用广聚萤叶甲控制草

害等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2.1.4 理化诱控

重点推广了昆虫信息素(性引诱剂、聚集素等)、杀虫灯、诱虫板(黄板、蓝板、红黄板)防治蔬菜、果树

和茶树等农作物害虫,积极开发和推广应用植物诱控、食饵诱杀、防虫网阻隔和银灰膜驱避害虫等理化诱

控技术.如利用昆虫性信息素配合诱捕器诱杀水稻二化螟、棉铃虫、斜纹夜蛾等,利用迷向剂防治梨小食心

虫,利用食诱剂诱杀玉米穗期害虫都取得很大进展[14-15].

2.1.5 科学用药

重点推广了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优化集成农药的轮换使用、交替使用、精准使用和

安全使用等配套技术;通过加强农药抗药性监测与治理,普及规范使用农药的知识,严格遵守农药安全使

用间隔期;通过合理使用农药,最大限度降低农药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16].例如,加大了免疫诱抗技术应

用,利用寡糖植物免疫诱抗剂、几丁质和壳聚糖、蛋白质植物免疫诱抗剂、激活蛋白制剂,诱导植物产生抗

性,提高抗病抗逆能力,达到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加大了植物源农药推广应用,推广印楝素防治甘蓝小菜

蛾、斜纹夜蛾、茶树茶小绿叶蝉、韭菜韭蛆;推广苦参碱防治黄瓜花叶病毒、烟草花叶病毒等多种病毒病,

防治梨黑星病、黄瓜霜霉病等多种真菌病害,防治茶小绿叶蝉、茶毛虫、烟草烟青虫等害虫.

2.2 集成推广了一批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各地以农业生态区域为单元、以农作物生长全程为主线,因地制宜集成了150多套成熟的绿色防控技

术模式.如:南方稻区集成了“统一翻耕+深水灭蛹+灯诱、性诱+适时搁田+统防统治+高效低毒农药”

防控模式;东北春玉米区集成了“秸秆粉碎还田+白僵菌封垛+灯诱、性诱诱杀成虫+释放赤眼蜂+生物

农药”防控模式;果菜茶优势区集成了“灯诱、色诱、性诱、食诱+生物防治+高效低毒农药”的防控模式;

在东亚飞蝗滋生区基本形成了以绿僵菌和微孢子虫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17];在我国烟草种植的八大

生态区推进立体化防控,全生育期贯通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这些模式技术成熟,经济实用,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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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推广,为大范围实施绿色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

2.3 建立建成了一批绿色防控应用基地

近年来,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各地以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果菜茶全程绿色

防控试点、蜜蜂授粉与绿色防控集成示范以及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等项目为抓手,大力开展绿色防控示范

区建设,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步伐.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创建各类绿色防控应用示范区11000多

个、年核心示范面积超过366.67万hm2,带动绿色防控推广应用面积近6666.67万hm2,年减少农药使用

量9000t以上,全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41.50%,比2006年提高27.98个百分点,绿

色防控已经成为各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技术和主要抓手[16].

2.4 支持培育了一批生产绿色防控产品的企业

通过政府政策支持、项目带动,近年来,全国在害虫理化诱控(性诱、灯诱、色诱、食诱)、生物防治(天

敌繁育、生物农药)等方面培育了一大批绿色防控产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推进绿色防控提供

了物资条件.例如,在害虫理化诱控方面,河南佳多科工贸有限公司从1986年开始,30多年专注农业害虫

灯光诱杀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广了多个代次的害虫频振式杀虫灯[18-20],带动国内托普云农、北京依科曼、

广州瑞丰、湖南本业、常州金禾、成都比昂等一批企业从事理化诱控产品研发应用,促进了害虫灯光诱杀

技术发展.在害虫信息素应用方面,以宁波纽康生物技术公司为代表,系统研究解决了害虫性诱剂应用的

信息素组分分析、提纯及合成关键技术、稳定均匀释放技术以及差别化的高效干式诱捕器和大面积田间应

用技术,突破了该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技术瓶颈[21-24],推动了中捷四方、深圳百乐宝、常州宁录、南京中

绿一批企业开展害虫性诱剂及性信息素开发应用.另外,在天敌繁育释放和生物农药应用方面,也培育了

北京阔野田园、广西合一、武汉科诺、重庆聚立信等一批生防天敌企业,促进了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

2.5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对于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2.5.1 实现重大病虫害可持续治理

例如黄淮海东亚飞蝗滋生区,通过连续多年采取生态控制和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较好地压低了

种群基数,过去“3年一小发、5年一暴发”局面得到了彻底转变,已连续10多年未发生较大面积蝗虫灾害,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均十分显著.

2.5.2 促进了农药使用减量化

通过各地多年试验示范和大面积验证,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大田作物每季可减少用药1~2次,园艺作

物每季减少用药3~4次,减少化学农药用量20%~30%,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天敌种群数量明显增

加[25].

2.5.3 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各地检测结果表明,严格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区域,有效防范了“毒豇豆”“毒韭菜”事件的发

生,农产品农残合格率明显提升,抽检样品合格率达到100%,显著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 存在的问题

尽管绿色防控理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应用面积也在逐年扩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绿色防

控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3.1 绿色防控投入品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绿色防控投入品生产能力和产业化水平还不高.生物农药防治效果差别较大,天敌昆虫只

有赤眼蜂、捕食螨、蚜茧蜂等少数几个品种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害虫性诱剂等产品除在鳞翅目害虫防控上

实现产业化外,其他的产品还比较少,而且生产企业规模小、设施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加上缺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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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标准,售后服务不完善,产品质量不稳定.天敌等绿色防控产品由于缺乏贮运冷链设施,应用效果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2 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度不够

当前,绿色防控技术离标准化、规范化差距较大,使用效果未得到充分发挥.灯诱、性诱、食诱、色诱、

天敌和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防治对象单一,需要几种技术集成应用才能解决问题.目前不少地区存在

多种绿色防控措施简单堆砌、叠加使用,既不经济,效果也不理想.缺少使用技术规范,使用时间、使用量

和使用方法不清晰,农民无所遵循,导致使用效果不佳,推广应用缓慢.

3.3 绿色防控应用动力不足

绿色防控技术投入成本高、使用要求高,没有化学农药见效快,农户接受程度受影响.目前绿色防控技

术推广主要靠财政项目推动,部分绿色防控产品销售靠政府采购,主要应用在绿色、有机和品牌产品生产

基地,广大农民自觉购买的较少.杀虫灯、诱捕器每667m2 投入成本上百元,天敌昆虫和生物农药比化学

农药使用成本高,而生产出的农产品没有实现优质优价,导致农民自觉应用的积极性不高.

3.4 绿色防控政策扶持不够

绿色防控产品企业生产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一般,在没有国家扶持的情况下,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也

无力扩大生产规模.中央财政还没有设立绿色防控补助专项,各级政府每年从相关项目安排的资金非常有

限,只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吉林等少数省(直辖市)安排了补助资金,难以满足绿色防控示范

推广的需要.此外,生物农药、性诱剂等绿色防控产品还存在登记等方面的问题.

4 发展对策与建议

农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

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

产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减少化学农药过量使用,降低农残超标,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的根本出路.下一步,推进绿色防控,要强化措施落

实,提高绿色防控成效,促进绿色防控经济、实用、高效化,让绿色防控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4.1 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绿色防控意识

要结合《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的宣传、贯彻、落实,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推进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智能化、专业化、绿色化,鼓励和支持使用生态治理、健康栽培、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

绿色防控技术.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典型做法、重要经验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宣

传,进一步提高各级农业管理人员、植保技术人员、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广大农户对绿色防控的认识,普及

绿色防控知识和技术,牢固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植保的全过程.积极转

变病虫害防控方式,大力培育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推进专业化服务与绿色防控相融合,解决一家一户难以

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问题,为不断提高绿色防控技术的普及率和到位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2 加强引导,构建绿色防控发展长效机制

针对当前绿色防控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引导,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一是绿色防控

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要通过宣传引导,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建立绿色防控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优质优价

机制,既要保证绿色优质农产品卖到好价钱,也要保证消费者买到的产品货真价实.二是绿色防控投入品

质量监管机制.要研究解决目前大部分绿色防控产品无生产标准、无质量标准、无人监管的问题,建立生产

供应企业信誉管理体系,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绿色防控投入机制.探索建立绿色防控政府、企

业、消费者等多方投入机制,如定点生产供应、认养认种等方式,不断提高绿色防控投资和农产品消费能力.

4.3 加强研发,进一步解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针对病虫害绿色防控中的一些技术瓶颈和产品升级需求,结合一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地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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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加强科研单位、企业和推广部门开展联合攻关,研究解决绿色防控关键实用技术,推动绿色防

控产品更新换代,制订一批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研发更多简便、实用、价廉的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降低

产品成本,让农民能用、会用、用得起.

4.4 加强产能,提升投入品生产保障能力

要特别注意加强绿色防控产品生产设施建设,提升生产保障能力.目前,大部分绿色防控产品生产能

力低,产品应用范围小,没有规模效益.要充分利用新一轮国家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契机,

增加生产能力投入,培育一批产品效果好、应用范围广、企业实力强、售后服务好的绿色防控生产企业,逐

步提升绿色防控产品生产保障能力,为实施绿色防控提供物资支撑.

4.5 加强示范,集成推广配套技术模式

要按区域、作物、病虫、产品,建立技术集成示范展示区,在示范区里集成组装健康栽培、生态调控、

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相互组装配套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不断完善和熟化,要做到防治

效果好、操作简便、成本适当,逐步形成规范化的技术规程,推动绿色防控标准化、规范化.

4.6 加强基地建设,提升绿色防控品牌效应

推进绿色防控,首先要抓住3个重点基地:一是果菜茶优势区.果菜茶是鲜食农产品,对农药残留要求

高,经济价值也相对较高,在这些区域大面积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推

广难度相对较小.二是农产品品牌基地.要结合各地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地理标志品牌和企业品牌等,将品牌建设和绿色防控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它们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示范引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三是绿色、有机食品基地.绿色、有机食品基地本身要求减少或不

用化学农药,必须依靠绿色防控技术,必须把绿色防控技术作为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

容,辐射拉动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

4.7 加强合作,协力打造技术服务平台

要针对植保农技人员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植保大数据、深度学习等现代信息化手段,加强产学研、

科教企合作,协力研发构建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服务平台.要与有关研发企业加强合作,对“微植保”

“随识”“慧植农当家”和“见虫”等病虫害智能识别和绿色防控服务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加大研发、建设和推

广应用力度,进一步完善功能,实现分生态区、分产品、分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全程解决方案网络服

务.在提高自动识别病虫害种类的基础上,不仅根据生产目标(绿色产品、有机产品)为生产者提供防治方

案,还能提供相应的物资供应和售后服务信息,从而为绿色防控的大范围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4.8 加强创建,推进绿色防控高水平发展

要深入推进全国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活动,在完成《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300个绿

色防控示范县创建任务的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按照国家绿色发展要求,沿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重

点区域,围绕蔬菜、水果、茶叶等鲜食农产品质量安全,继续组织开展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活动.要构建长

效机制,通过举办全国绿色防控示范县授牌活动,组织制订绿色防控示范县评选管理办法,建立动态管理

制度,促进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以及健康发展;要以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为抓手,引导各地整县推进绿色

防控工作;引导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统防统治服务,在政府购买的统防统治服务项

目中,设立绿色防控考核指标.

4.9 加强投入,保障绿色防控落实落地

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落实绿色生态导向的补贴政策,加大对病虫绿色防控的支持力度,特别是

要扶持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新型经营主体和植保专业服务组织.统筹利用现有重大病虫救灾转移支付资

金、农业项目资金,向实施病虫绿色防控的服务组织和产品基地倾斜,调动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同时,积极

争取将绿色防控措施纳入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生态补偿等政策扶持的范围,千方

百计增加投入,加快绿色防控应用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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