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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入户调查与档案查阅等方式调查万州区近年来农药经营和使用现状 , 并针对农药管理、经营、品种、质量和使用5 个方面的
问题分析原因 , 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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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万州区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 , 属于以中、低山

为主的平行岭谷丘陵地貌, 以农业生产为主, 属于国家级贫

困区。该区上距重庆、下距宜昌各300 km, 地理位置特殊, 是

三峡库区的物资集散地 , 农药经营户以万州为基地, 向周边

10 多个县辐射, 因此, 对万州区农药市场监督检查, 将有助于

推动库区的农业发展。笔者对该区的农药使用情况作深入

阐述, 为农药管理部门制定管理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来源与调查方法

1 .1  资料来源 万州区农药质检站档案室: 查阅从2000 年

开始的近几年农药监督检查资料 , 包括农药经营户的基本情

况、抽样记录、检验报告。统计部门、史志办公室、万州区年

鉴: 查阅万州区使用的农药品种和总用量。

1 .2 调查方法 按照离城市远近、不同种植方式、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 选择九池、太龙、甘宁、白土共4 个乡镇作为调查

点, 每点随机调查50 户, 共计200 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

内容包括习惯使用的农药品种、用量、效果等。

2  万州区农药经营与使用现状

2 .1 农药经营现状  由表1 可见, 万州区近年农药销售总

量在8 000 t 左右; 农药批发经营部门由2000 年的27 家发展

到2005 年的35 家 ; 从业人员由410 人增加到603 人。经营渠

道多样化, 至2005 年在所有的经营批发企业中, 供销系统 9

家, 占总量的25 .7 % , 农业系统18 家, 占51 .4 % , 连锁服务公

司8 家 , 占22 .9 % 。经营方式发生变化, 在过去的批、零兼

营基础上发展了送货上门、品种调剂、代销等。

  表1 万州区农药批发经营部门及销售变化情况

年度 批发部门∥个 从业人员∥人 销售总量∥t

2000 27 410 7 132

2001 29 462 8 743

2002 38 653 7 460

2003 36 519 8 014

2004 35 578 8 371

2005 35 603 8 269

2 .2  农民用药现状  70 % 的农民关注农药的价格和效果 ,

对药品的毒性考虑较少, 购药主要听从经营人员的介绍 ;

72 % 的农民喜欢一药多用;11 % 的农民任意扩大使用浓度、

范围; 部分农民受利益驱动, 不重视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

3  万州区农药经营与使用存在的问题

3 .1  经营人员的专业知识参差不齐  在所调查的农药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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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 学农高职以上人员仅占58 % , 个别人员经营农药前

从未涉足农药专业, 农药基本知识贫乏 , 混淆杀虫剂杀菌剂 ,

随意夸大防治作用, 严重违背了《农药管理条例》第19 条。

因此部分从业人员素质难以保证 , 缺乏技术指导作用。

3 .2 农药经营资格审核有纰漏  通过调查, 有个别经营者

利用各种关系, 与合法经营主体单位签订协议 , 借牌经营( 该

种经营户占36 %) , 而合法经营主体单位仅收取一定管理费 ,

对其经营活动疏于管理。另外, 部分经营部门有个别执法人

员及直系亲属暗中参与农药经营, 搅乱了农药经营秩序, 经

营缺乏监督, 农药监督管理缺乏公正性。

3 .3  农药销售总量大, 产品合格率不高( 表2)  万州区农药

销售, 除了满足该区农村用药, 还向库区10 多个县辐射。农

药需求量较大, 是由于长期施用农药, 生态环境恶化 , 病虫产

生抗逆性, 只有加大施用量, 才能有效果 , 形成恶性循环。

2005 年用药量比2001 年有所下降, 这归功于库区退耕还林、

耕地面积减少和高效低毒农药的推广。

  表2 万州区农药销售总量和抽检样品合格率

年度
农药销售总量

t

抽检样品数

个

样品合格率

%

查获劣质品

t
2001 8 743 126 68 .9    3 .1

2003 8 014 132 64 .9 8 .2

2004 8 371 115 71 .3 14 .1

2005 8 269 108 70 .4 13 .6

  经近几年的检测 , 样品合格率较低, 约70 % 。在所检测

的不合格品中, 有效成分低导致产品不合格占所有不合格品

的80 % 以上; 个别厂家在标签、产品质量上欺骗消费者 , 降低

有效成分, 或添加其他未知成分, 使防治效果大打折扣。

3 .4  高毒农药比重大  据调查可知,2005 年万州区所使用

的农药中 , 杀虫剂占67 .5 % , 占主导地位, 其中有机磷农药占

杀虫剂60 .0 % 左右, 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

胺5 种高毒农药占有机磷杀虫剂的比例高达58 .4 % , 远远高

于2005 年我国杀虫剂41 .8 % 、除草剂28 .6 % 、杀菌剂10 .1 %

的农药结构比例[ 1] , 这主要由于杀虫剂类农药价格低、见效

快, 农民习惯使用 , 新型农药价格高, 农民一时难以接受。

3 .5 药害现象时有发生

3 .5 .1  农民使用不当造成。2005 年在高粱镇、新田镇为了

防治玉米螟虫, 有农民施用湖北某厂生产的“3 % 克百威·马

颗粒剂”, 导致47 hm2 玉米黄叶, 生长异常, 而该产品包装上

明示为水稻用药。

3 .5 .2  不明物质造成。2003 年, 白土镇农民施用四川某厂

生产的25 % 乐·氰乳油防治梨树蚜虫, 导致约11 hm2 梨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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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经检测有效成分含量合格 , 但含有其他不明物质。

3 .5 .3 以假乱真。个别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擅自改变

有效成分种类, 如2002 年太龙镇农民防治柠檬蚜虫, 喷施

40 % 氧乐果乳油, 导致15 hm2 左右柠檬幼芽脱落。经检测 ,

该产品含有30 % 的乐果, 而氧乐果仅含10 % 。

3 .5 .4 违规施用。个别农户只追求防效, 在蔬菜上违禁施

用甲胺磷、水胺硫磷, 仅隔1 ～2 d 就采摘上市, 毫无安全使用

意识, 蔬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4  加强农药管理的对策

4 .1 清理整顿经营部门, 严格实行准入制度  农业行政部

门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的要求, 对照检查经营部门的经

营条件, 条件不具备的坚决取缔, 检查合格者由农业行政部

门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 , 工商部门发放营业执照合法经营。

一经发现有坑农的违法行为, 及时取消其经营资格。

4 .2 加强农药经销人员培训, 提高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  

农药管理部门应每年定期为经营人员举办农药管理的法律

和法规培训 , 同时聘请农药专家为从业人员上课, 逐步增强

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水平。开展经营部门质量评比, 对诚信部

门予以宣传表彰, 引导经营部门合法经营。

4 .3 大力推广高效低毒新型农药 国家明文规定2007 年1

月1 日禁销5 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2] , 农业推广部门在农村通

过现场考察与发放宣传资料, 引导农民正确使用和接受农药

新品种; 同时继续加大宣传“农业部公告第322 号”文件精

神, 自觉淘汰5 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4 .4 完善农药市场监督办法

4 .4 .1 实行报检制度。原则上经营企业每次进货, 都必须

送到检测站, 经检验合格后才允许销售。

4 .4 .2 成立行业协会。由执法部门牵头, 由各经营部门成

立农资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

4 .4 .3 加大财政投入。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投入, 改善执

法部门的执法条件和检测部门的检测手段 , 将春、秋两季定

期的集中检查行动, 改变为一年四季不定期的突击检查。

4 .4 .4 聘请质量监督员。从农村聘请质量监督员, 及时反

馈质量信息, 形成监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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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建立定期公告制度, 通过定期对生鲜农产品的产地环

境、农业投入品和生鲜农产品安全状况进行监测, 将监测结

果定期公告。

3 .5  流通渠道创新化 生鲜农产品的零售环节同时存在2

种零售方式: 一种是以农贸市场为代表的普通生鲜农产品的

零售方式; 另一种是以生鲜超市和综合超市为代表的, 经营

安全、优质生鲜农产品的零售方式。目前超市为了吸引更多

消费层次的消费者, 也经营普通生鲜农产品, 但是, 因为超

市有能力控制生鲜农产品的质量, 将成为安全、优质生鲜农

产品销售的主要平台。这是因为: ①同农贸市场相比, 超市

采用有组织的系统管理 ; ②超市拥有较完善的运输条件, 有

能力采用冷链方式来运输生鲜农产品, 确保运输过程中生鲜

农产品安全和质量; ③超市采用商品系统分类和标签体系 ,

通过标志和销售区域可以明显地区分安全、优质生鲜农产品

和普通生鲜农产品; ④超市采用计算机标识系统, 在必要时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生鲜农产品的溯源服务, 例如

提供产地条件和生产者的姓名等; ⑤超市有强大的控制力 ,

可以对包括供应商、合同农户在内的上游部门实行直接和间

接控制; ⑥超市可以建立自己的生鲜农产品安全和质量标

准; ⑦超市可以用企业的信誉来为生鲜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担保。由于经营安全、优质生鲜农产品可以成为一个吸引消

费者的“卖点”, 在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 超市会主动引进

和扩大安全、优质生鲜农产品的经营范围。当然, 由于超市

在整个销售管理的过程中对生鲜农产品品质采取各种保证

措施, 成本必然会上升, 因此, 如何降低成本将是超市需要加

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4  结论

生鲜农产品具有特殊的品质特性 , 生产到销售整个供应

过程中, 都有导致污染和不安全的因素存在。现阶段普遍以

小农户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小规模生鲜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模

式, 从根本上制约了生鲜农产品安全供给。目前生鲜农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经营方式分散、技术支持缺乏、测控制度

难以实施, 在流通过程中存在流通方式难以提供安全品质保

证和追溯制度、监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笔者认为, 通过生

鲜农产品安全产供销一体化制度的建设, 逐步形成以龙头企

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 以生产基地为载体组织生

产, 以生鲜超市和综合超市为销售载体 , 加强生鲜农产品流

通环节中的物流管理 , 同时在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不

高的情况下 , 采取多种措施 , 进一步加强农贸市场生鲜农产

品品质的监管, 促进生鲜农产品安全迅速和稳步发展, 是非

常重要的 , 也必将是有效的。生鲜农产品安全产供销一体化

制度的建设 , 关键是要实现生产经营组织化、生产形式基地

化、技术支持持续化、上市准入制度化和流通渠道创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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