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农办函〔2020〕84 号 
 

关于印发《2020 年湖南省草地贪夜蛾防控 

工作预案》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厅机关有关处室，厅直有关单位： 

为及时有效应对草地贪夜蛾危害，建立高效防控工作组织体

系，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省委一号文件及农业农村部草地贪夜蛾

防控工作预案等文件精神，我厅制定了《2020 年湖南省草地贪

夜蛾防控工作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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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南省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预案 

 

根据我省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控形势，为及时有效防范化解成

灾风险，健全防控组织保障程序，制定本预案。 

1、防控工作目标 

确保草地贪夜蛾防治处置率达 90%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全省通过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和专业化统防统治，确保

不发生大面积危害成灾。 

2、防控工作原则  

全省以“强化监测，综合防治，应急处置”为防控原则。及时

准确调度虫情信息，坚持抓早抓小，综合防控，全力扑杀，务必

在草地贪夜蛾入侵初期和零星发生时即得到发现处置，确保不出

现虫量剧增、为害范围急剧扩大现象。强化地方属地管理责任，

充分发动群众，科学指导开展群防群治和应急防控，全力遏制其

扩散危害。 

3、组织机构体系 

3.1 健全组织领导体系 

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省厅成立以厅主要负责同志为组

长，分管负责同志为副组长，厅办公室、种植业管理处、科教处、

计财处、农业机械化管理处、省植保植检站、省农药检定所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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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全省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工作，研究解决防控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厅种植业

管理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省植保植检站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各市州、县市区应相应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或办

事机构。 

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厅办公室：主要负责农业农村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相关重

大会议或举办的相关重大活动的协调工作；协调与省气象局的气

象数据支撑工作。 

厅计划财务处：负责统筹协调省级防控资金保障。 

厅种植业管理处：负责调度各地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督促防

控措施落实，协调指挥应急处置，及时报告重大情况。 

厅科教处：负责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科技攻关项目的协调工作。 

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负责补助推广草地贪夜蛾高效应急防

控机械相关工作。 

省植保植检站：负责全省草地贪夜蛾监测预警及虫情信息调

度、防控技术指导，评估防控成效，总结防控经验。 

省农药检定所：负责草地贪夜蛾防治药剂的质量监管及药剂

调度相关工作。 

3.2 健全省级专家指导体系 

成立全省草地贪夜蛾防控专家组（见附件），指导全省科学

开展监测防控。组织省农科院、湖南农大、湖南师大等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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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院校开展联合攻关，争取尽早取得研究成果，为后期全面

有效防控草地贪夜蛾提供科技支撑。 

4、监测预警 

4.1 监测调查 

各级植保机构要规范化开展调查监测工作。省植保植检站指

导全省在水稻生产重点县和玉米种植县科学设立固定监测点，布

设性诱监测设备，确保全省所有乡镇、玉米主产村全覆盖。同时

在 53 个重点县市布设性诱自动监测设备（每县不少于 1 台套），

在 30 个县市配备高空测报灯，构建湘南、湘中、湘北三条高空

监测带。 

各农业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配备不少于 2 名植保专业技术人

员专门承担辖区内虫情监测任务，同时组织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加

点加密深入玉米田开展人工调查，确保不漏一乡一村。同时，密

切关注水稻、高粱、甘蔗、烟草等农作物上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切实做到第一时间发现虫情。 

4.2 信息调度机制 

全省各级实行虫情调度 24 小时畅通制，在 4-11 月期间每天

安排专人值班，实行零报告和发现即报制度。各县市区设立并公

布值班电话，调动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及时

广泛收集区域内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信息。各地日常虫情监测及

时上报省植保植检站。每周一、周四上午 12 时前定时定期报告草

地贪夜蛾发生、蔓延、危害和防控等工作动态。省植保植检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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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省草地贪夜蛾虫情信息调度和分析，每周汇总分析 2 次虫

情动态，及时发布虫情预报警报。 

4.3 虫情报告程序 

虫情重大情况由省植保植检站即时向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

厅党组报告，经研究同意后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为防控决策

提供信息支撑。根据虫情发生程度，进行虫情分级。若成灾面积

占全省当季玉米播种面积 30%，或 7 个市州以上成灾面积占受灾

市当季玉米播种面积 40%以上，应按照《湖南省农业生物灾害应

急预案》（湘农发〔2014〕61 号）启动Ⅱ级或以上级别响应，并及

时商省应急管理厅向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农业农村部报告灾情。 

5、应急处置 

5.1 综合防治 

省植保植检站负责统筹指导全省各地实施综合防控技术与

效果评价工作。高效开展化学防控、实施成虫理化诱控、加大生

物农药防治力度、创建省级综合防控示范区，构建全省综合防控

体系，最大限度控制为害。同时做好性诱、灯诱、食诱等各项技

术防治效果跟踪，密切关注药效变化和抗药性动态，适时组织现

场观摩会推介评价新技术产品。 

5.2 应急储备 

按照“政府主导、属地负责、分类管理”的原则，各地要提

早研判草地贪夜蛾发生危害风险，抓紧采购贮备一批应急防控药

剂和高效药械。各地药剂储备应于 4 月底前到位，并建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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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应急调配机制，确保农户、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专业化

服务组织等防治主体能及时有药可用。 

5.3 应急防控 

各地要落实病虫防控属地责任，构建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

应急防控体系，实现应急处置快速高效。大力推行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突出专业化统防统治。每县市重点扶持 1 家以上当地专

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开展应急防控，确保辖区内专业化统防统

治覆盖率至少达 40%。在关键时段和重发区域，及时下发应急防

控物资，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确保防

治效果。 

6、保障机制 

6.1 人员保障 

各地要组织辖区内农业技术人员，下乡进村入户到田，包乡

包村包片负责，严格建立责任制，开展监测调查，指导科学防控。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加强植保队伍建设，

确保专业技术人员充足到位。 

6.2 资金保障 

各地要充分利用好中央草地贪夜蛾防控补助经费，统筹规范

使用。在草地贪夜蛾重发区，各地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加大

本级财政投入，保障防控相关经费足额到位，防控相关物资储备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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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调研指导机制 

建立厅级领导联系市州防控工作调研指导机制，及时开展巡

回指导，督促防控措施落实落地，确保不因监测预警不到位贻误

最佳防治时机，不因综合防控措施不到位造成暴发成灾。对因工

作不到位、措施落实不力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

问责。 

 

附件：湖南省草地贪夜蛾防控专家指导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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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草地贪夜蛾防控专家指导组名单 

 

组  长：李有志   湖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院长、教授 

副组长：谭小平   省植保植检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刘  勇   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研究员 

陈志辉   湖南省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罗红兵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张政兵   省植保植检站副站长 

成  员：丁文兵   湖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教授 

        符  伟   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  勇   省植保植检站防治科科长 

        尹  丽   省植保植检站主任科员 

        刘自君   怀化市植保植检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苏  彪   益阳市植保植检科科长、高级农艺师 

        阳初辉   双峰县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赵明平   江华县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刘中求   隆回县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詹红玉   临澧县植保植检站副站长、 高级农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