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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问答

一是加强服务体系培育，按照政府

扶持、市场运作、多元主体、专业服务的

原则，进一步培育专业化植保服务组织，

推动种粮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拓展植

保服务，区域内至少培育 1 个达到省级

植保服务组织水平的农业服务主体，不

断完善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整建制、全产

业统防统治。

二是提升服务能力，推进服务组织

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加强专业技术人员

培养，提升植保装备器械，规范管理制

度，健全服务机制，满足实施统防统治需

求。加快创建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积

极探索服务组织参与病虫疫情调查、绿

色防控技术推广、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

等专业化服务，不断提升服务功能。

三是进一步创新服务形式，通过农

户委托、服务组织承包或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建立健全服务合同约定制度和

履约记录制度，提升服务质量和到位

率。 本报记者整理

推行统防统治，提升防控效率

问：什么是建设用地复垦？

答：建设用地复垦是对符合复垦条件

的低效、闲置、废弃建设用地实施相应工程

措施，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的行为。

建设用地复垦项目通过省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项目监管系统验收备案成功可产生相应

指标，具体包括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规

划建设用地流量指标，补充耕地数量指标、

水田指标、粮食产能指标，指标可按照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报批使用。

问：“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工程是什么？

答：为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实现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规模种植和高水平

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开展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计划在“十四五”时

期，全省围绕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建设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百亩

方、千亩方、万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工作，形成布局集中连片、农田设施完

善、生态良好、适合规模种植和现代农业生

产的优质永久基本农田 250 万亩以上，其

中千亩方、万亩方项目区不少于1000个。

问：“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程内

容有哪些？

答：一是耕地质量提升。项目区内修缮、新建农田

水利设施、机耕道路，提高灌溉保证率和耕种便利度；

整合归并耕地地块，有水源条件的区域实施旱地改水

田，提升耕地质量，满足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生产要求。

二是耕地功能恢复。项目区内的即可恢复属性地

类、工程恢复属性地类，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

治，采用清理或工程措施，进行地块平整，覆盖优质耕

作层表土，恢复耕地功能。

三是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区内宜耕农用地和未利

用地，进行土地整治，优先开发为耕地，用于补充耕地，

保障耕地占补平衡。

四是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区内的零星建设用地，

开展建设用地整治，优先复垦为耕地，用于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确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五是耕地生态建设。项目区要采用生态化工程措

施，建设生态渠、生态坎、农田防护林，全面治理污染土

壤，建设生态田园、美丽田园。

问：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规定，土地整治项目

验收合格的，由项目组织实施单位负责后续管护工作。

土地整治项目的后续管护期限不得少于三年。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耕地质量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对耕地种植和地力提升的

指导和支持。土地整治后形成的耕地应当用于农业生

产，未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不得转为非农业生产

用地。管护期限满后，项目区内耕地按照耕地用途管

制要求纳入日常耕地管理。 沈志远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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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特色小镇发展热火朝天，梦想小镇、康养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你知道吗？农作物也要创建健康小镇了。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印发的《作物健康小镇建设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7

年，我省将以乡镇或农业园区为生产单元，建设30个以上农田生态良好、种

植制度合理、病虫防控有效、作物生长健康、产品优质安全的作物健康小

镇。《意见》明确，作物健康小镇建设重点是聚焦改善农田生态等方面，确保

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100%，统防统治覆盖率达90%以上，农作物病虫

害危害损失率在3%以内，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农产品稳产保供夯实基

础。

作物健康小镇如何创建？《意见》提出，要从以下六方面着手。

改善农田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

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入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和生态修复、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改造及丘陵山地宜机化改造等项目，推

进田块平整与田间道路、灌排设施建设，

提升农田防灾抗灾能力。

二是推进健康土壤行动，大力推广

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和营养调节剂，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强化

地力培育，提升土壤肥力和耕地质量，区

域内土壤障碍因子基本消除。

三是深化“肥药两制”改革，加强投

入品管理，建立健全肥药实名购买登记

和定额施用记录制度，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和安全高效、环境友好型农药，建立合

理施肥用药体系，建立健全并执行肥药

定额使用标准规范，区域内规模经营主

体“肥药两制”实施覆盖面达 95%以

上。

四是完善减排体系，配套建设农田

生态沟渠，实现氮、磷达标排放，扩大有

益生物繁衍空间，生态沟渠配套率达

100%。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

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实现全面回收

处置，打造清洁田园，营造抑制病虫发生

危害的农田生态环境。

我省出台实施意见

创建作物健康小镇 赋能农业绿色发展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

构，合理明确生产力布局和耕作制度，

推行同作物集中连片种植，减少不同作

物、不同品种插花种植。有序安排种植

时间，基本保持作物生长一致性，减少

虫害“桥梁田”。针对当地重点病虫，科

学选择优质高产高抗品种，区域内水

稻、油菜、小麦等良种化水平达 95%以

上。

二是优化农作制度，充分挖掘水旱

轮作、综合种养、资源循环的抑害功能，

推广“稻-菜”“稻-虾”、园地养鸡等绿色

生态、复合种养模式，推广“秸秆-饲料

（基质）-肥料”等农牧结合、循环利用生

产制度，减少田间病虫源积累。

三是优化经营方式，进一步深化农

业标准地改革，全面推进土地集中统一

流转，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大力发展

规模化经营和规范化种植，为优化耕作

制度创造有利条件，区域内规模化经营

或组织化管理占比达80%以上。

优化耕作制度，减轻病虫发生

加强田间管理，控制病虫繁衍

一是强化种子种苗预防处理，配套

建设育供秧（苗）中心，进一步完善集中

统一育供秧（苗）机制，区域内全面推广

浸种、种子包衣技术和壮秧栽培、带药下

田，做到防早防小，种子种苗处理率在

90%以上。

二是强化肥水调控，大力推广配方

肥，合理施用氮肥，推行合理密植，有效

控制田间郁蔽度，促进作物健壮生长。

水稻单双季混栽区，积极采用深耕灌水

灭蛹办法，降低二化螟基数，区域内深

耕灌水灭蛹覆盖率在 85%以上；推广麦

田深耕灭茬，减少赤霉病等菌源;注意

油菜田开沟排渍，做到雨止田干，减少

菌核病发生。

三是强化秸秆管理，实施低茬收割、

灭茬处理和秸秆粉碎还田，创造条件开

展秸秆离田处理，及时防除杂草和处理

果茶等病死植株（枝条），水稻白叶枯病、

细菌性条斑病发病和二化螟重发田块，

100%采取秸秆离田等措施。

实施绿色防控，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推行天敌自然控害，大力推广

田间种植蜜源植物、库源植物，以及引诱

植物、驱避植物，为害虫天敌提供食料和

栖境。抓好天敌人工培育释放，探索以

虫治虫、以螨治螨、以菌治菌等生物防治

新途径，减轻病虫对大田作物危害。

二是广泛开展理化诱控，积极利用

昆虫信息素、杀虫灯、食饵诱杀等诱控措

施。

三是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加大力度推

广使用苏云金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

农药，减少化学农药施用，生物农药应用

率在20%以上。研究制定作物全生育期

病虫解决方案，抓住苗期、穗期等关键时

期进行预防，根据病虫特点做到适时达标

防治。加强植物检疫，对外地特别是疫区

调入植物及产品，严格落实检疫措施，从

源头上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一是健全病虫监测预警体系。根据

区域内作物布局和种植实际情况等，建

设覆盖全域的病虫监测站点，配备包含

智能化虫情测报灯、性诱监测系统、田间

气候监测仪和病虫调查装备等1套以上

物联网监测设备，并进行组网运行，不断

提升病虫监测功能。

二是完善监测办法，严格执行病虫

测报规范和报送制度，坚持系统监测与

田间普查、智能设备监测与人工调查相

结合，及时开展病虫监测调查工作，精确

掌握区域内病虫发生动态。

三是加强研判预警，根据病虫基

数、栽培管理、气候条件等因素，分析研

判病虫发生繁衍趋势，研究一套科学合

理的防治方案和指导意见，中短期预测

预报准确率在 95%以上。用好植保服

务在线平台，实现病虫情报对区域内种

粮大户、农资经营店、植保服务组织、行

政村等全覆盖精准推送，提高病虫智能

预警水平。

强化病虫监测，提升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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