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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药两制”增绿色
——我省推进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动综述⑥

浙江是全国首个整省推进的国家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

区，也是在全国率先推进“肥药两制”改革（化肥

和农药实名制购买和定额制施用）的省份。

4月初召开的全省农业农村局长视频会

议，部署实施新时代浙江“三农”工作“369”行

动，深化“肥药两制”改革是 9项重点工作之

一。会议要求，以“肥药两制”改革为切入口，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打造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

几个月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积极探索创

新，加大力度深化“肥药两制”改革，全面推进

我省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形势喜人。

□本报记者 杨怡

实行“肥药两制”改革，是建立健全农业绿

色发展机制体制，全面推进肥药减量增效、促进

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至目前，全省

7000多家农药门店已全部实行实名制购买。

各地正在完善购买与使用、回收、补助挂钩的闭

环管理，激励和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名购

买、定额使用化肥农药，落实使用“记录”，并上

传至相应的追溯系统。

今年5月，嘉兴市在全省率先出台新一轮粮

食生产补助政策，明确市级规模种粮补贴与肥

药减量提效行动挂钩，强力推进化肥、农药实名

制购买。5月15日，该市在平湖召开“美丽田

园”建设暨“肥药两制”改革现场推进会，明确全

市建立农资网络监管综合平台，加速实现农资

“进-销-用-回”闭环管理。

平湖市的农药经营单位，已全部安装农资

信息化监管系统，全面实行农药购买实名制。

“我们还为全市的农药经营单位配备了‘人脸识

别’一体机，实现‘刷脸’销售。”平湖市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同时优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升级智慧监管App、农业主

体追溯管理系统等。到目前，该市农药包装废

弃物的回收率和处理率均已达100%，农产品质

量安全主体追溯率达97%。

“我们创新推出的‘诚信农夫’手机App已

进入提升阶段，加入了条码合格证板块，下周起

培训第二批使用主体。”台州市黄岩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诚信农夫”手机App

的完善，生产主体使用将更为便捷。该区还推

出了农资销售主体星级评定，以激发各农资销

售主体实施肥药实名制购买的积极性。

“下一步，省里将继续稳步推进‘肥药两制’

改革数字化系统建设，推动省级系统跨地区、跨

层级、跨平台数据对接、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

实现肥药‘进-销-用-回’闭环管理，加速推进

‘两制’改革全域覆盖。”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还将加大政策和资金保障力度，指导各

地统筹安排农业绿色发展项目资金，力争到今

年底，全省创建示范农资店300家，培育绿色农

业经营主体3000家，同时，再创30个农业绿色

发展试点先行县。

实施化肥定额制，是指通过制定主要

农作物化肥投入的最高限量标准，综合采

取测土配方、合理替代、精准施肥等措施，

以实现减少农业化肥投入、保障耕地综合

产能、优化生态环境，达到农田“减肥”土质

改善、农产品质量与产量提高的目标。

4月初，杭州市临安区发布了《主要作

物化肥定额制的限量标准》地方标准，成为

全国首个化肥定额制限量的地方标准。此

后，有不少县市根据当地实际，相继出台了

农用化肥最高使用限量指标。武义、玉环、

缙云等9县（市、区）围绕水稻、茭白等地方

主导产业，配套出台了肥药使用技术指导

意见，指导农户按规定执行。

“我们今年还将制定发布茶叶、葡萄等

十大经济作物化肥定额制配套技术指导意

见，同时建立一批实施化肥定额制示范方，

创新肥料‘实名购买、限量管理、精准施肥’

的实施模式。”省耕肥管理站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站已编制完成茶叶、柑橘、梨、

桃、葡萄、甘蔗、蔬菜等的化肥定额制配套

技术指导意见，并通过了专家论证。

诸暨市暨南街道沿江新村的沿余家庭

农场，是该市第一个通过绍兴市级验收认

定的水稻“化肥定额制”示范点。今年该农

场的250亩早稻，严格按照定额制要求，应

用无人机施肥技术，科学化管理，目前长势

良好。

今年，诸暨市引入无人机施用早稻分

蘖肥，在全省率先实行精准、定额施肥，还

依托免费测土配方服务，为水稻种植大户

提供“一基一追”定额施肥方案，以实现化

肥减量10%—15%而产量不降低的目标。

“我市已全面启动化肥定额制工作，保护提

升耕地质量，争创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县。”

诸暨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年

底，该市要再建成16个绍兴市级“化肥定额

制”示范方。

记者从省耕肥管理站获悉，今年我省在

完善肥药施用指导的同时，加强了有机肥替

代、测土配方施肥工程、侧深施肥等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技术的应用。力争到年底，全

省推广商品有机肥100万吨以上，主要农作

物测土配方技术覆盖率达到92%以上，耕

地化肥施用强度控制在27.3公斤/亩以内。

完善施用指导，力促田间肥药减量增效

今年3月底，杭州市萧山区被列入全国

第一批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创

建名单。该区戴村镇南三村是萧山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也是省级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区。

“这些田块通过应用防虫网、诱捕器等

物理防控设施，结合生态防控技术，种植蜜

源植物，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用量，有效保

障了粮食安全。”萧山区农业农村局植保首

席专家王国荣说，运用绿色生态防控技术，

种植一季水稻可减施2至3次化学农药，不

仅提高了防治效果、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

农产品也更加绿色生态。

“我区至今已建成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核心示范区36个，示范面积15285亩，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已达到

64.49%。”萧山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该区组建了190支防治作业服务队，

为全区1.4万农户、11.07万亩水稻、苗木、

蔬菜、小麦、油菜、果树开展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

衢州市着力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

展，加快推动粮食、渔业产业转方式调结

构，促进农渔深度融合。“稻渔综合种养，既

能有效促进粮食生产、农户增收，还保护了

生态环境。”江山市大桥镇党委书记刘泽华

告诉记者，今年该镇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3000亩，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对相

关农户发放了300元/亩的补助奖励。

“去年全市稻渔综合种养总产值达到

3.5亿元。”衢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继续加强技术服务，预计新增面

积1.4万亩，稻渔综合种养面积总数将突破

4万亩。

以“肥药两制”改革为抓手，我省全面

撬动农业绿色发展体系改革和能力提升，

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走在了全国前

列。在6月初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

告》中，我省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名列前茅。

到目前，我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89%和95%，

废旧农膜回收处理率达到90%，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以上，建成水产养

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范点563个，成效显

著。

推进闭环监管，
加速“两制”改革全域覆盖

推广绿色技术，撬动农业全面绿色发展

7 月 1 日，在

湖州市南浔区南

浔镇施家浜村稻

田，技术员在进

行无人机植保作

业。梅雨季节，

水稻病虫害呈上

升趋势，该区植

保部门组织专业

团队对水稻开展

防病防虫和喷洒

叶 面 肥 植 保 作

业，提高肥药使

用效果。

张 斌

王洁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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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哪些品种最好吃
全国·浙江鲜食玉米大会推介40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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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防控助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59万亩西湖龙井茶“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