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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植保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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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保护体系是重要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对防控农作物病虫害、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用重大.本文以传统农业大省安徽为研究样本,利用查阅档案、走访调研等方式,从

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条件保障等方面分析探讨了全省植保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并

就新形势下推进病虫害防治能力提升、健全植物保护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参考建议和对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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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oneofmostimportantagriculturaldis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system,plant
protectionsystemplaysankeyroleinpreventingandcontrollingcropdiseasesandinsect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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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provincialplantprotectionsystem,includingtheaspectsofinstitutionalsetting,person-
nelstructure,andconditionguaranteebyconsultingfiles,lookinguparchivesandstudyingon
site.Wealsoputforwardcorrespondingreferencesuggestionsandcountermeasurestopromote
theimprovementofpestcontrolabilityandimprovetheplantprotectionsystemunderthe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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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位于中国长三角洲内陆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农业资源丰富,是华东地区的农业大省.
全省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约900万hm2,主要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成为我国主要的粮

食生产省[1].全省农作物种植结构多元,病虫害发生程度和频度高,农作物病虫害总体为中等

至偏重发生,常年发生的小麦纹枯病、赤霉病、水稻“两迁”害虫、油菜菌核病等重大病虫害有

60多种,其中水稻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偏重发生,穗颈瘟、稻曲病局部感病品种偏重发生,小

麦赤霉病偏重发生,玉米南方锈病发生较重[2].近年来,随着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增多、贸

易物流频繁等因素叠加,小麦赤霉病、水稻“两迁”等迁飞发、重发交织并存,导致了当前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形势更加严峻,而植保专业机构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防控风险挑战.因此,持续

加强和完善植物保护体系,对提高有害生物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1 基本现状

1.1 机构编制设置

截至2020年,安徽省植保机构由省植保总站、市级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植保站)、县(市、

区)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以及乡镇农业技术综合站等机构组成,承担全省的病虫害监测与

防治、植物检疫和农药管理职能.全省设有16个地市级植保机构,均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

要承担病虫害监测与防治和植物检疫技术等工作,其中,15个单位具备检疫审批职能,6个单

位具备开展检疫执法职能,4个单位具备农药管理职能.全省共有105个县(市、区),其中89个

农业县(市、区)均设有县级植保机构,且农业乡镇(街道办事处)数量为1252个,设有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的有1210个,占比96.65%.总体上,全省87个单位能够正常开展病虫害监测与防

治,78个单位能开展植物检疫技术工作,72个单位能开展检疫审批,49个单位能开展检疫执

法,17个单位能开展农药管理.
1.2 人员队伍构成

截至2020年,全省县级及以上的核定植保人员编制数624人,实际在岗576人,占总编制

人数的92.31%.植保专业技术人员466人,占实际在岗人数的80.90%.从职称结构来看,副高

以上198人,占实际在岗人数的34.38%;从年龄结构来看,35岁及以下的89人,占实际在岗

人数的15.45%,36~50岁的245人,占实际在岗人数的42.53%,51岁及以上的242人,占实

际在岗人数的42.01%.乡镇农技推广技术人员总数5681人,其中植保专业技术人员2617人,

占技术人员总数的46.07%.从职称结构来看,副高及以上植保技术人员619人,占植保技术人

员总数的23.65%;从年龄结构来看,35岁及以下的233人,占植保技术人员总数的8.90%,

36~50岁的1348人,占植保技术人员总数的51.51%,51岁及以上的有1036人,占植保技术

人员总数的39.59%(图1).

09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2卷



图1 全省乡镇和县级及以上的年龄结构分布

1.3 主要作物有害防治

全省植保体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强化监测预警,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夯实

绿色防控,突出开展小麦赤霉病、草地贪夜蛾、水稻“两迁”害虫等流行性、迁飞型、暴发性重大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全力做好“虫口夺粮”保丰收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以农业防治、理化诱控、

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等为主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绿色防控覆盖率从2019年的38.24%
增长至2020年的43.45% ;另一方面重点抓好新型高效农药器械的更新替代、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等农药减量化措施,全省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由2015年的35.10%增长至2020年的

53.90%.近年来,植保防灾减灾作用日益凸显,农作物播种面积约800万hm2,病虫草鼠全年

共发生面积约为2000万hm2,防治面积约为3200万hm2,通过科学有效防治,年均减少粮食

损失600万t以上,粮食总产屡创历史新高.

2 存在问题

2.1 基层体系被削弱

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由“国家、省、市、县”四级植保专业机构和乡镇农技站植保专业

人员组成的上下贯通的植物保护体系,但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部分省的植保体系建设存在

弱化倾向[3-5].与其他省机构队伍相比,安徽省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尽管“省、市、县”三级植保

体系基本健全,基层植保体系存在一定程度弱化,部分县级编制被缩减,植保职能逐渐被边缘

化,部分县级植保机构被肢解,病虫害防控职能被分设在不同机构,专业人员被调离,病虫监

测防控部分处于真空状态,“网破”“线断”现象突出,大部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难以做到专人专

岗,如铜陵市义安区等地乡镇没有专职植保人员.
2.2 人员结构不合理

2.2.1 人员数量不足

2010—2020年,安徽省植保技术人员编制数量和在岗人数持续减少.2010年省级植保技术

人员编制总数为699人,县级为573人;2020年省级为624人,县级为515人,分别减少

10.72%,10.12%.2010年省级在岗人数为717人,县级为573人;2020年省级为581人,县级

为464人,分别减少18.97%,19.02%(图2).部分地区人员缩编明显,部分地区变化幅度达到

50%以上,如淮北市从2010年的8人减至2020年的4人,肥西县从2010年的12人减至2020
年的5人.因人员数量锐减,相应人均承担任务量增大,人均管理病虫害防控任务面积从2010
年的1.26万hm2 增加到2020年的1.54万hm2.此外,部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被兼并组建

成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后,其承担的乡镇行政管理事务增多,需要兼顾扶贫、农业面源污染、

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种植业等工作,技术骨干集中精力从事植保工作时间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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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且被频繁抽调、换岗、转岗,植保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持续萎缩.

图2 2010年和2020年的全省编制和在岗人数比较

2.2.2 年龄结构老化

全省植保人员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截至2020年,51岁及以上人数较2010年同比明

显增加,已达到39.98%.35岁及以下年龄段人员占比最低(10.08%),且“老中青”人数差距不

断扩大,特别是在县级、乡镇级植保机构层面,人员老化问题尤为突出,自身专业技术知识更

新相对滞后,不利于当地植保工作的接续发展.2010年市级35岁及以下人数、36~50岁人数

和51岁及以上人数占比分别为29%,54%,17%,2020年分别为20.83%,48.61%,30.56%,
市级51岁及以上人数同比提高13.56%.2010年县级35岁及以下人数、36~50岁人数和51岁

及以上人数占比分别为18.35%,66.04%,15.61%,2020年分别为13.03%,41.24%,45.73%,
县级51岁及以上人数同比提高30.12%.2010年乡镇级35岁及以下人数、36~50岁人数和

51岁及以上人数占比分别为21.33%,57.77%,20.90%,2020年分别为8.90%,51.51%,

39.59%,乡镇级51岁及以上人数同比提高18.69%(图3、图4).

图3 2010年全省市、县、乡镇各级植保人员年龄结构

图4 2020年全省市、县、乡镇各级植保人员年龄结构

2.3 条件保障弱化

全省大部分地方财政未设立病虫害防控专项,植保工作经费没能单列入本地财政预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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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治轻防、见病施药”防治观念,普遍实行“一事一议”的经费应急性申请模式,制约了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正常开展.县级财政主要围绕保基层正常运转,植保业务方面的工作经费

安排较少,且普遍缺少田间调查作业用车,直接导致田间地头调查次数减少,监测调查、防控

指导和执法监管等落实困难,植保服务和指导效能下滑明显.全省建立58个省级基层病虫监测

点、45个县级监测点、276个乡镇监测点,持续开展病虫害监测调查工作.“十二五”之前投资建

设的植保工程项目缺乏后期运行维护,更新升级滞后,影响了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对于未获

得植保工程建设投资的市(县)植保站,开展工作所需的基础设备相对不足,田间病虫害仍以

“眼观手查”为主,信息化、数字化的监测技术装备明显落后,同病虫害防控“早发现、早预警、

早防治”需求不相适应.

3 对策建议

植物保护体系肩负着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防控的重要职责,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6-7].据统计,目前对我国农作物生产安全造成为害的病

虫草鼠害主要有1600多种,可造成严重为害的有100多种,年均发生面积4.33亿hm2,需要

防治面积5.33亿hm2,对植保机构保障粮食安全生产、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要求日趋提高.安
徽是农业大省,也是粮食输出大省,针对目前病虫害防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变化以及存在的风

险挑战,更要强化植保体系建设、织密织牢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增强农业减灾防灾能力,坚

决扛稳粮食安全生产的重大责任.
3.1 加强体系建设,健全植保机构

安徽省应按照中央和地方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中的事权划分定位,积极借鉴河南、内

蒙古、黑龙江等省(区)的改革经验,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面落实县级以上植保机构属地

责任,地方部门要做好二类、三类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特别是要落实农业农村部、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统筹调整

基层农业农村部门工作力量,健全完善体系布局,优化存量、补充增量,配齐配强专业人员,加

强基层植保网络体系建设.主要农业县设立专门的植物保护机构,主要农业乡镇定岗定责定人,

从根本上扭转全省植保体系弱化、工作碎片化等问题,实现“责有人负、活有人干、事有人管”

的体系网络建设目标[8].

3.2 配齐专业人员,增强队伍力量

严格按照安徽省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科学配置植保人员编制,根据本

地农作物种植面积以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建议县级植保机构按照每1万至2万hm2 耕地1个名

额的原则,配足专业技术人员(不足5人的应至少配到5人),农业乡镇应至少配备1名植保专

业技术人员,村级层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立村级植保员队伍,建议每村配备1名村级

植保员,充分发挥病虫测报侦察兵、病虫防治指导员、农药使用调查员和法律法规宣传员的作

用,打通病虫疫情防控 “最后一公里”.定期开展植保技术人员培训,推广普及“一杆子到底、一

揽子解决、一下子见效”的技术集成模式,提升植保人员专业水平,同时强化青年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与涉农院校培养合作,进一步通过定向委培、应届生招募、人才绿色通道等方式,吸引

更多青年力量,扩充基层植保队伍,实现技术人员结构合理,提高基层植保公共服务能力[9].

3.3 更新工作手段,完善保障措施

加大《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力度,全力推进植保信息化、数字化、现代化建

设,加密布设监测站点,配齐现代化监测设施设备,建设完善监测预警和防控指挥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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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省各级植保机构信息互联互通,提升实时监测、自动感知和快速处置能力[10].落实《生物

安全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关于病虫害防控属地负责和经费保障的相关规定,建议将县

级植保业务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大财政资金对基层的倾斜,逐步配备利于病虫害监

测调查的交通工具,优化职称评定政策,拓宽上岗晋升渠道,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考评激励机

制,全力保障植保人员的待遇水平,不断激发各级植保人员的病虫害防控工作主动性和积极

性,力争做到“机构不换、队伍不散、经费不减、网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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