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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湘农办植〔2019〕46 号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省 2019 年农药减量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和农业部、省政府关于农药减

量的决策部署，促进农药减量增效和农业绿色发展，构建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作物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实现农药

减量控害，全面完成年度农药减量目标，我厅制定了《湖南省

2019 年农药减量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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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细化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并将落实情况于 12 月 5 日

前报省农业农村厅。 

联系人：王勇，电话：0731-82566313，邮箱：wanghaohan2005 

@163.com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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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19 年农药减量工作实施方案 

 

为持续做好全省农药减量工作，全力推进我省农药使用量持

续负增长，圆满完成 2019 年既定年度农药减量目标，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全面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按照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总体要求，以农作物病虫害精准测

报为基础，突出绿色防控技术创新应用，纵深推进专业化统防统

治，全面普及科学合理用药技术。优先在粮棉油绿色高质高效创

建示范县、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基地、“三品一标”基地、园艺作

物标准园、现代农业示范区等优势农产品产区实现全覆盖。 

二、目标任务 

全省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中短期预报准确率分别在 90%、95%

以上，病虫信息与植保技术进村入户率进一步增加；专业化统防

统治覆盖率达到 40%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30%以上；带

动全省农作物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力争实现 2019 年化学农

药减量 4%以上，助推农业提质增效与绿色发展。 

三、技术路径 

按照《湖南省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总体部署，坚持以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新方式、新技术、新



 

 —4— 

药械、新产品、新测报“五新同步”为抓手，以农作物病虫全程

绿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为载体，同步实现既有效控制病虫为

害，又切实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一是推进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

术普及，以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低效高毒高残留农药，二是

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快速发展，加大服务组织全程承包服务方式

覆盖面。三是推进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以绿色防控产品

替代化学防治药剂，进一步降低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四是推进

施药器械更新换代，开展高效药械提升行动，以高效现代施药机

械替代低效落后施药器械，抓好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示范推广。五

是开展病虫监测预警能力提升行动，提高病虫防控精准度。 

四、重点工作 

（一）着力提升病虫疫情监测预警能力 

精准测报是开展病虫防控的前提和基础。2019 年，全省针

对水稻、柑桔、棉花、蔬菜、油菜、马铃薯、玉米、茶叶等主要

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要监测对象，结合地理资料及作物布局，在

全省 60 个左右县市区，设立 100 个病虫疫情监测点，做好病虫

疫情调查监测工作，并向国家和省级农业植保部门提供病虫监测

信息。通过监测点的调查数据，及时掌握全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

虫害发生动态，为病虫防控提供精准情报信息，从源头上减少农

药使用。在作物生长关键时期，组织相关专家开展全省主要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分析会商，形成病虫发生趋势长期预警信

息，指导科学防控。针对测报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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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工作能力水平。组织对全省新发生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监

测技术进行研究攻关，科学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二）深入实施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 

分作物分层级创建示范区。创建省级示范区 138 个：水稻上

40 个，在 10 个县继续开展水稻全程绿色防控示范项目，在 15

个县开展水稻轻简综合防控示范，在 2 个县探索开展水稻整县制

全域绿色防控示范，在 10 个县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绿色防控示范，

在 3 个县开展烟稻轮作区全程绿色防控实施。经济作物上 98 个，

其中，柑桔砂皮病 30 个，柑桔大（小）实蝇 17 个，茶叶 18 个，

蔬菜 18 个，特色经济作物 15 个，省级示范区核心面积 4 万亩以

上。继续与省烟草局（公司）联合开展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示范

推广工作，应用面积 300 万亩以上。各市州、县市区也要根据本

地实际，积极开展当地重点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创建，推广

应用绿色防控技术。 

（三）广泛普及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 

一是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组织修订《湖南省主要农作物有

害生物防控科学用药推荐名录》，并切实落实《湖南省主要农作

物有害生物防控科学用药推荐名录》指导性要求，加速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全省绿色新农药应用比例 90%以上。二是

强化关键环节科学用药。大力推广种子包衣、种子药剂处理、水

稻秧田施“送嫁药”等技术措施，减少大田防治次数。三是大力

普及科学用药知识。以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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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组织人员、农药经销商、基层技术人员为重点培训对

象，宣传普及农药科学安全使用知识，避免或减少农药经销商过

多过量向农民推荐用药，让农民用好药、少用药。 

（四）纵深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 

一是坚持两个“四位一体”协调推进模式。即实施农业植保

部门、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资农机企业“四

位一体”市场化运作的协同推进机制。推行药、机、种、肥“四

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延伸服务内容，拓展服务环节从产中延伸

到产前、产后，拉长服务链，增加盈利点，实现了赢利能力和服

务水平的全面提升。二是继续实施“三个一批”。即内控创新稳

定一批，主要针对全程服务面积在 5 万亩以下的组织；延伸服务

提升一批，主要针对全程服务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组织；资源整

合壮大一批，主要针对洞庭湖发达地区、全程服务面积超 10 万

亩的服务组织。三是重点建设 300 个专业化统防统治标准化区域

服务站，支持 100 家服务组织做大做强，全省实现专业化统防统

治面积 2300 万亩以上。 

（五）加快推进施药机械更新换代 

大力推广高效大中型先进植保机械，激励专业化统防统治服

务组织、种田大户、种植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淘汰落后的施药机

械。继续实施高效施药机械能力提升工程，对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植保无人机、小型高功效喷雾机等高效植保机械进行补贴，进一

步提高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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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推进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在 11 个县市实施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每县建设 1 个县

级监测点和 3 个乡镇监测点，配备田间病虫自动监测仪器设施设

备。进一步完善全省重大病虫疫情田间监测网点，实现重大病虫

疫情智能化、自动化、标准化监测预警功能，以新测报助推农药

减量。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农药减量工作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局。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按照党的十九

大关于推进绿色发展有关精神的要求，创新工作思路，推动全省

农药减量工作实现新突破，实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落实农药

零增长的目标。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把农药减量增

效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人要亲

自抓，具体负责人要直接抓。要科学制定方案，层层分解任务，

确保任务落实。 

（二）多措并举，增加资金投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财政投入，有效整合现有

资金资源，切实加大农药减量工作的支持力度。省级及重点地区

应设立农药减量工作专项。要充分发挥政府和部门支持引导的作

用，采取政府购买专业化组织统防统治服务、补贴购置绿色农药

和性诱产品等绿色防控先进产品，以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农药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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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积极性，着实构建政府支持、部门引导、企业融入、市场

运作、农民参与的植保绿色发展新机制，营造绿色兴农质量兴农

的良好氛围。 

（三）集成示范，加强推广应用 

各地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作物、重点病虫，打造以生态调

控、物理防治、性诱、灯诱、色诱、食诱及生物药剂应用等为主

要内容的减量示范样板，注重技术集成，集中展示农药减量控害

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减量措施和推进模式，以点带面，

辐射带动辖区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四）强化督导，确保措施落实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对农药减量工作的督查指导，坚持

问题导向，促使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不定期通报工作推进情况，

并协助解决遇到的难题。各级要合理建立农药减量责任制考核机

制。省农业农村厅将建立完善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行动月报制度，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调度，及时掌握工作情况，对推进不力、进展

迟缓、成效不明显的县市区予以通报。 

 

附件：全省农药使用减量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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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农药使用减量任务分解表 

市州 
统防统治 

面积（万亩） 

绿色防控 

面积（万亩）

药械提升行动

（台套） 

相比 2018 年农药 

减量幅度（%） 

长沙 200 190 98 4.6 

湘潭 85 105 42 4.6 

株洲 137 140 68 4.6 

岳阳 176 190 120 4.4 

衡阳 229 190 120 4.2 

郴州 137 105 68 4.2 

娄底 88 105 49 4.2 

永州 188 130 102 4.2 

常德 360 225 180 4.4 

益阳 390 225 194 4.4 

邵阳 120 190 65 4.2 

湘西州 65 75 36 3.8 

张家界 60 55 20 3.8 

怀化 65 175 38 3.8 

合计 2300 2100 1200 4.2 

 注：长株潭地区、环洞庭湖地区、湘江流域为减量工作重点推进地区。



 

 

 

 

 

 

 

 

 

 

 

 

 

 

 

 

 

 

 

 

 

 

 

 



 

 

 

 

 

 

 

 

 

 

 

 

 

 

 

 

 

 

 

 

 

 

 

 



 

 

 

 

 

 

 

 

 

 

 

 

 

 

 

 

 

 

 

                              
信息公开选项：公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