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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巢湖市植保植检体系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 并且对巢湖市植保植检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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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植保植检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对巢湖

市植保植检推广系统专业人员组成、业务工作开展情况等进

行了调查研究, 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1  植保植检体系现状

1 .1 基本情况  巢湖市下辖四县二区, 共75 个乡( 镇、街

道) 、973 个行政村( 居委会、社区) , 农村人口359 万人 , 耕地

面积28 .52 万hm2 。市、县区两级植保植检机构共6 个, 现有

职工29 人, 专业技术人员51 名, 其中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1

名、高级农艺师10 名、农艺师27 名、助理农艺师9 名。每年

经费支出( 不包括人员工资) 约49 万元, 缺口约34 .4 万元。

1 .2 工作条件 市、县区两级植保植检站有办公室31 间, 面

积742 m2 ; 实验室13 间, 面积430 m2 ; 平均每个站有办公面积

123 m2 , 实验室面积71 .67 m2 ; 仪器设备有显微镜、解剖镜等20

余种, 共40 件。

1 .3 测报力量及测报设备 全市现有专业测报员26 人, 农

民测报员16 人, 无市属测报点, 县属测报点20 个; 主要仪器有

黑光灯6 个、佳多测报灯4 台, 电脑20 台, 照相机6 部, 电话8

部, 传真机5 部, 电动自行车14 辆。系统历史资料积累较早的

县从1964 年开始至今, 大多数单位积累20 年左右的系统历史

资料。2004 年起, 与电视台合作开展病虫电视预报。

1 .4  工作情况  近年来, 巢湖市、县区植保植检站重点做

了以下工作:

( 1) 坚持以重大病虫监测预警工作为第一要务。通过

稳定测报队伍、配备必要设备、强化测报人员测报工作等管

理措施, 加强了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 准确率有所提高。据

统计 , 年发布病虫情报120 余期 , 中、长期预报准确率90 % ,

短期预报准确率95 % 以上, 较好完成了部、省交办的和巢湖

市规定的系统测报对象、一般测报对象的测报调查任务。

( 2) 狠抓植物检疫执法, 坚持服务与把关相结合。产地

检疫 , 年检疫面积1 580 hm2 左右; 调运检疫 , 仅2005 年就完

成了省间种子调运检疫96 批次 ,137 .4 万kg , 苗木检疫1 批

次,3 .1 万株。疫情查处年完成0 .14 万hm2 次左右, 一定程

度上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 3) 着力推广综合防治和各项植保实用技术。通过抓

防治示范片 , 召开防治现场会 , 举办电视、广播技术讲座和

植保技术培训班等形式 , 培训基层干部和农民 , 普及植保技

术, 推动了大面积防治工作的及时开展, 有效控制了农作物

病虫草鼠害。各类病虫草害年发生面积310 万hm2 次左右,

年累计防治面积360 余万hm2 , 年挽回粮、棉、油产量损失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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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积极开展新农药试验示范工作。每年完成大田农

作物药剂防效试验、示范项目80 个左右。

2  存在问题

2 .1  乡镇缺少植保人员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乡镇始

终未单独设立植保部门。目前, 多数乡镇没有植保专业技

术人员 , 而在有植保专业人员的乡镇中他们的主要精力用

于完成行政分工任务。植保体系在乡镇级断档 , 县级植保

植检站成了推广植保技术、开展病虫防治及病虫害预测预

报等工作的基层单位。

2 .2  人员结构不合理 全市有28 .52 万 hm2 耕地, 植保专

业技术人员仅有51 名, 每个专业技术人员服务的农作物面

积多达5 592 hm2 , 所以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难度较大。

专业技术人员多为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大、中专毕业生,

90 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员比例小,2000 年以来参加工作的专

业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人员及知识结构严重断档。

2 .3  经费不足  全市植保植检体系人均工作经费( 不包括

人员工资) 0 .18 万元左右 , 但由于水、电、办公费用所占比例

的不断提高, 正常业务开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 造成监测设

备更新跟不上 , 监测范围受到限制。监控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基础设备不完善 , 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面积不断扩大 , 控

制难度大。专业技术引进、设备更新因经费不足而有心

无力。

2 .4  施药器械落后  近年来 , 农作物品种的更换、大气候

的变化和农田水肥条件的改善使得生态环境小气候有利于

病虫害发生。流行性、迁飞性、暴发性病虫 , 如稻飞虱、稻纵

卷叶螟、斜纹夜蛾、油菜菌核病、水稻纹枯病等, 严重发生概

率明显提高 , 病虫对农药的抗性也迅速提高。施药器械严

重落后,“跑、冒、滴、漏”现象严重 , 控制范围小, 组织化程度

低, 对重大病虫害的应急控制能力差。

3  发展思路

3 .1  加强队伍建设  随着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大调整和农

产品的大流通 , 加强植保植检队伍建设, 提高植保植检人员

的业务素质已经迫在眉睫。①适当选拔、录用一些业务基

础好、事业心强的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和植保专业本科毕业

大学生到市、县区植保植检站工作, 充实力量 ; ②创造条件,

结合工作实际 , 外派技术干部进修或在当地组织培训 ; ③通

过配置电脑、购买专业书籍和杂志期刊, 使技术人员不断了

解植保植检新动态、新技术; ④组织和开展实用新技术研

究、试验、示范, 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 推

广应用新技术 , 保持植保植检技术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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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 切实加强人口综合管理。发挥社区优势 , 充分利

用社区的管理资源来管理农民工。各社区要积极配合公安

机关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工作。通过对农民工实施暂住证分

类管理, 有效控制农民工中部分高危人群的动向。同时, 还

要发挥社区的各项功能 , 为农民工服务。利用教育资源, 开

展丰富多采的教育活动 , 如开办民工学校, 对农民工进行免

费文化教育、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 发挥社区法律咨询服务

机构的作用, 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 为保

护其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提供法律保障 ; 切实解决农民

工子女教育、居住等关乎农民工利益方面的问题, 保证农民

工子女入学就读, 并且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待遇。

4 .2  推进人口综合管理与服务  每个村( 居) 委建立1 个

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站, 由村( 居) 委治保主任任站长, 并配有

2 ～3 名社区综合协管员 , 以居住证制度、房屋租赁管理为抓

手, 负责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基础工作。根据目前该区村

( 居) 委数量, 共需建立263 个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站( 行政村

165 个, 居委98 个) 。

4 .3  加强社区综合协管员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纪律良好,

业务精通 , 素质过硬, 具备综合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协管员队

伍。由区人口办负责 , 按照500∶1 的比例组建一个职责明

确、规范、有一定素质的1 000 人的社区综合协管员队伍, 并按

照统一培训、统一服装、统一管理、统一考核的要求持证上岗。

目前协管员队伍先由房屋租赁协管员、公安派出所外来人口协

管员及社区就业援助员3 个队伍进行整合。在存在人员缺口

的前提下, 通过公开招聘考核的办法, 择优录用一批年龄较轻、

综合素质较好的人员, 充实综合协管员队伍。

4 .4  建立一个覆盖全区的人口总和信息平台  全面、准

确、动态地反映全区来沪人员综合信息, 整合现有信息资

源, 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人口管理和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目前主要工作为居住证办理和房屋租赁管理等, 逐步扩展

到开展计划生育、劳动监察和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工作。

来沪人员相对集中于街、镇, 所以可根据3 万～4 万人设1

个中心的标准进行科学设立。受理中心面积一般为60 ～80

m2 , 配备电脑、复印、照相等设备。中心配专职主任1 人,3

～4 名协管员负责日常工作。

5  结语

善待农民工 , 给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同

时, 要从各方面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为努力构建和谐城

市社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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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增加经费投入  病虫害预测预报、防治技术指导、检

疫性有害生物监控等都是公共事业。为确保业务工作的正

常开展, 应积极向各级政府汇报植保植检工作 , 争取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的进一步支持 , 树立“绿色植保 , 公共植保”理

念, 强化植保工作的公共服务职能, 改善工作条件 ; 把有限

的工作经费更多地投向植保植检业务工作, 充分发挥植保

植检工作在确保农业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

3 .3  提高监控手段  目前巢湖市植保植检系统基础设施

落后 , 监控能力弱。因此, 需多方筹措资金, 配备必要的病

虫检验仪器和防控设备 , 改变病虫测报仅靠手查目测的落

后做法 ; 积极扶持植保专业化防治队伍, 建立由政府、植保

系统、专业化防治队伍、农户共同组成的重大病虫专业化防

治应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市、县区植保植检站负责对专

业化防治队伍组成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 提供防治对路药剂

和先进的施药器械 , 检查病虫草防治效果; 专业化防治队伍

平常由县区植保植检站管理 , 重大病虫发生时由市植保植

检站统一调配; 机手与农户本着自愿的原则签订病虫防治

合同 , 市、县区植保植检站负责监督双方严格按所签订的合

同执行; 政府提供组织与经费保障。改变分散防治病虫害

的被动局面, 增强对重大病虫害的应急控制能力。

3 .4  加大检疫执法力度  植物检疫是构建农业生产安全

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巢湖市植物检疫工作中需要重点

解决的问题: 加大检疫法规的宣传和执行的力度; 改善检疫

性有害生物监测和扑灭的手段。要解决这2 个方面的问

题, 光靠植保植检站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 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一定要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各级植保

植检站在做好产地检疫的基础上, 应加强市场检疫工作 , 把

好危险性病虫草传入、传出检疫关; 应加强监测和扑灭传入

的检疫对象, 确保外销农产品的质量和信誉。

3 .5  强化科技示范户作用  采用自然村建立科技示范户,

各级农技部门通过发放技术明白纸、邮寄病虫情报以及电

话、手机短信等方式, 为科技示范户提供病虫发生信息、防

治技术指导等服务。科技示范户按农技部门的技术指导,

选购所推荐的对路药剂 , 在防治适期内采用科学防治方法

进行防治活动 , 并将相关信息和技术传播给邻近的农户 , 带

动周边农民开展病虫防治工作 , 提高防治技术到位率和防

治效果。

3 .6  拓展病虫测报范围 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大调整,

新、特、优农产品不断增加 , 新的病虫害不断出现, 因此 , 市、

县区植保植检站在做好粮、棉、油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的同

时, 积极开展蔬菜、茶叶、果品、花卉等植物病虫害监测预报

工作 , 提高植保植检部门的公共服务功能; 进一步与电视台

合作 , 开展病虫发生信息可视化预报, 科学指导防治, 把病

虫危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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