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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种养 以虫治虫 数字植保

浙江田园绿色防控方兴未艾

在创建的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内，各地还

因地制宜，精心设计了“农夫耕田”“美丽田园”

“中国梦”等创意景观稻和田园模型景观，种植

荷花、向日葵、有色稻米等，构建农业文化和科

普长廊，打造靓丽的田园风光，成为集农业种

植、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新

型开放式农村生态景观公园。

青田方山、仙居杨丰山等山区梯田示范推

广田埂种植硫华菊和蜜源植物芝麻、香根草等

显花植物，推广田埂留草，开展生态保护，丰收

时节万亩金黄花海，形成一道独特的农旅景观

带；云和安溪梨园、金东桃园等绿色防控示范

区，根据害虫的生物学特性，在害虫发生期，利

用黄板、杀虫灯、性诱剂等对害虫进行诱杀防

治，确保果品质量，开花或果实成熟时，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赏花观景或采摘游；安吉宋茗茶园

设置茶山游步道、观景台等，松阳新兴镇茶园还

成功获评“全国茶旅金牌路线”，是国家4A级旅

游景区。绿色防控示范区成为新型的农旅融合

的景观区，在保粮丰收的同时，推动和振兴乡村

旅游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姚晓明 沈颖 文/摄

农旅融合奔小康

绿色防控保丰收

借助“肥药两制”改革东风，各地在创建绿

色防控示范区过程中，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实施农药实名制、定额制，以规模化、标准化、集

成化为导向，精准测报、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

合推进，持续深化农药减量，加快构建绿色发展

模式。

嘉善县西塘镇星建村省级水稻绿色防控示

范区，2600亩水稻田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品

种、统一育供秧、统一防治和机收等社会化服

务，以农田生态系统为基础，协调“作物-害虫-

天敌”三者关系，结合物理诱杀、生物防治、健身

栽培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去年在稻飞虱大发

生情况下，示范区化学农药使用量较农户自防

区减少50%以上。

诸暨市新南省级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坚

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全程开展水稻全生育

期轻简化施药技术，种植香根草700多米、显花

植物（波斯菊、硫华菊）等3500米以上，形成秧田

“隔离育秧+送嫁药”和大田“绿色防控+飞防”的

“两段”防治模式，示范区内化学农药施用量和

农药成本较农户自防均减少30%左右，示范区主

要天敌数量增长45%，成为科技攻关和肥药双减

技术研究示范基地。

统防统治促进农药减量，加快了农业绿色

发展。以萧山区为例，2020年初，该区成为第一

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目前，

全区共组建统防防治作业服务队190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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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如

今，萧山区已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核心示

范区36个，示范面积1.5285万亩，推广应用面积

4.385 万亩，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64.49%。

走进桐乡市石门镇现代农业创新与服务

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实时展示着石门镇

绿色防控整建制推进情况，包括 1 张规划图

（现代农业“一心、两带、七区、多园”的整体规

划），1 张作战图（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防控情况信息图）和 1 套水稻病虫害

智能监测系统。全镇病虫害防控工作在这个

“智慧大脑”前一览无余。该镇通过种植大户

示范引领和农户抱团合作模式，开展统防统

治，实现了现代植保技术与农业发展有机融

合，有效提升了病虫害防控效果，降低了农药

减量使用，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除了桐乡石

门镇，衢州市柯城区柑橘园、杭州市西湖区茶

园等均实现生产管理数字化、生产过程可视

化，都是我省数字农场的典范。

近年来，我省加快数字植保应用，初步建立

起水稻害虫智能监测预警体系，致力于提高对

水稻主要害虫采集、传输、识别、分析和预警全

自动的智能监测能力，以智能监测体系为依托，

利用现代植保技术和无人机飞防等智能器械开

展“田保姆”式的全程托管服务，基于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创建的“爱植保”“慧植农当家”等

植物病虫草害自动识别 APP 逐步应用于用户

端，数字化正在引领植保新风尚。

数字植保显魅力

生态种养促增收

在创建绿色防控示范区过程中，各地开展

产学研共建，加快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推进农业

清洁化生产、生态化种养，因地制宜推广“稻鸭

共育”“稻鱼共生”“茭鳖共生”等新型种养模式，

有效促进了稳粮增收、生态优质、减肥减药和绿

色生产。

水稻为田鱼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田鱼则

为水稻耕田除草、松土增肥、吞食害虫，稻和鱼

形成互利共生的绿色生态系统。青田县方山乡

创建的省级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内，推广的稻

鱼共生模式成为全球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核

心保护区。示范区内水稻平均亩产225公斤、田

鱼35公斤，其中1万亩核心示范基地实现万元

亩产值。去年稻鱼共生面积达 5.04 万亩。当

地，在发展“农业+文化+生态+旅游”上下功夫，

擦亮稻鱼共生系统金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缙云县新建镇庙后省级茭白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区，大力推广茭田麻鸭共生技术和茭田

养鱼技术，结合茭田种花、生草和多种理化诱控

技术，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20%以上。德清县新

安镇主推的稻鸭共育生态防控技术，水稻生产

中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农药，绿色防控技术覆盖

率达到100%，不仅实现农药减量控害和稻鸭双

丰收，还发挥共生模式稻米绿色优势，开展稻米

品牌经营，培育了优质稻米品牌，荣获“浙江好

稻米”金奖等荣誉，提升了稻米附加值。去年，

该示范区被选为“长江中下游水稻化肥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的水稻肥药双减示范区。

清明过后，天气转暖，各地掀起春耕、春种、春管生产热潮。在

杭州萧山区的不少稻田里，可见到一些网状设施，这些网状物叫防

虫网，能保护农作物免受害虫侵害。“以前除虫基本上靠农药，现在

农田里不仅有防虫网，还有诱捕器，再结合生态防控技术，为稻田筑

起一道道安全防线，保障了粮食安全。”萧山区博帆农业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区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过去，防治农作物病虫的主要方式就是打农药。农民也往往凭

经验打药，再加上长期使用农药杀虫，农药残留就成了粮食安全问

题的源头之一。而绿色防控技术是按照“绿色植保”理念，采用生

物、物理、生态方式，尽可能减少农作物对化学农药的依赖，实现农

药科学合理使用，避免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在农产品上残留超

标。

类似“萧山博帆”这样的农业绿色防控示范区在我省还有很

多。今年年初，省植保检疫与农药管理总站公布了137个去年创建

的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其中水稻示范区105个、茶

叶示范区15个、蔬菜示范区8个、果树示范区9个。近日，全国农

技中心公布第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我省长兴

县、安吉县、湖州市吴兴区、衢州市衢江区及青田县5个县（区）成功

入选。截至目前，全省共有8个县（区）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防控示

范县”。在这些示范区的带动下，全省农业绿色防控面积达

1006.09万亩，其中水稻绿色防控面积642.23万。

安吉茶园安装太阳能杀虫灯防控茶叶害虫安吉茶园安装太阳能杀虫灯防控茶叶害虫。。

富阳农技人员放飞寄生蜂来防治水稻害虫富阳农技人员放飞寄生蜂来防治水稻害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