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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中农农函〔2023〕121号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132405 号提案答复的函

俞锦梅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粮食生产病虫害防灾减灾的建议》（提

案第 132405号）收悉，经综合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意见，现答复如下：

《关于加强粮食生产病虫害防灾减灾的建议》对我市粮食生

产病虫害现状及防灾减灾工作存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的

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部采纳，并在工作中落

实。

一、建立水稻绿色防控机制，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为更好地防治水稻病虫害，我市通过建立绿色示范区、加强

宣传、推广绿色防控及统防统治技术等措施，辐射带动周边种植

户积极应用水稻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技术，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治

效果和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一）积极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2022年，我局在南朗田

（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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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村建立了 1个 100亩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应用插秧前浸田、

田边种植显花植物、性信息素诱杀害虫、释放天敌、施用生物农

药和低量新型纳米农药等绿色防控措施防治水稻病虫害，减少用

药次数提高了水稻品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获得了农户的肯定。

（二）探索推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统防统治融合技术。

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技术示范区，积极开展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统防统治技术融合示范推广工作。利用无

人机开展水稻病虫害统一防控的同时，结合水稻生长周期开展如

稻鸭共作、性诱灭虫、喷施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措施，进一步减

少病虫害对粮食造成的损失。2022年全市共推广应用水稻病虫

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相融合技术面积 11380亩。

（三）加强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宣传。一是利用下乡业务

指导和调研等机会，将病虫害防治技术传送到农民手中，使病虫

害防治技术家喻户晓。二是通过农业科技下乡活动，摆设展位，

派发病虫害防治宣传资料，并现场传授有关方面的知识。三是通

过网站微信、短信通知、印发刊物等方式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

指导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及时采用科学防治方法，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二、加大粮食防灾减灾资金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积极提高粮食生产和农副产品供给，我市加大粮食稳产保

供等资金的投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水

平，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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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

我市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经过近几年

的建设，项目区田、水、渠、路得到综合治理，农田基础设施和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显著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增长。截至目前，全市共投

入财政资金 6.3亿元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37.01万亩。2023

年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08万元，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1800

亩。通过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优化了粮食生产基础设

施条件，提升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稳定了粮食生产基础条

件。

（二）提升作物病虫害及灾害防范应对能力。一是大力推进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建设。近年来，市镇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近 100万元用于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等工作，重点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等工作，每年实施水稻

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统防统治面积超过 1万亩。2023年，除了市

级安排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专项资金 54万元、农作物有害生物监

测及绿色防控 15万元外，还积极申请省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专

项资金 60万元，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在粮食防灾减灾保丰收的作

用。二是制定《农作物防灾减灾技术指南》，指导农民落实防灾

减灾关键措施，抓好灾情应对和生产恢复，尽最大可能减少粮食

因灾损失。

（三）加大种粮补贴工作。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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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市粮食生产面积，近年来，市镇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超 1000万元用于粮食直补工作，2022年市镇两级粮食直补资金

达 1900万元，补贴面积约 3.5万亩，其中市级补贴水稻每造为

250元/亩、冬种马铃薯为 250元/亩；从 2023年开始，我市增加

水稻补贴力度，每造补贴为 300元/亩，进一步减轻我市农民种

粮成本，全力保障粮食产能平稳发展。

（四）完善落实粮食保险政策。大力推进中央财政补贴型种

植险政策，实现我市水稻、玉米、马铃薯三个粮食作物完全纳入

保险全覆盖，目前这三个粮食作物保险保费全部由中央、市、镇

三级财政承担，种植户不需负担，提高种植户种粮积极性。其中

水稻种植保险保费每造 48元/亩，在保险期间内，由于雨灾、风

灾、洪水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20%

（含 20%，旱灾和突发性病虫害达到 30%）以上的，保险人按

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早稻和晚稻保险金额均为 1200元/

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粮食种植风险保障水平，2022年，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开展“商业性水稻种

植补充保险”。该产品将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和商业性水稻补充

保险有机结合起来，可在传统保障金额 1200元/亩的基础上，为

每亩水稻增加 200-800元的补充保额，使水稻生产投入成本完全

纳入保险保障范畴，切实发挥农业保险惠农作用。

三、加大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建立完善植物检疫体系

为加强新时代植物检疫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植物检疫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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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病虫害防治水平，我局积极推动基层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

设。

（一）配强专业队伍力量。为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力量，确保

满足我市植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根据上级的考核机制，我市分

解考核任务、压实镇街责任。市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从内部调剂、

人才引进等方式，逐步配齐配强植物检疫人才队伍。镇街农业农

村部门通过定责定岗定人的要求，落实每镇街最少一名植物防疫

人员相关要求，逐步配齐配强检疫队伍。目前市级植保机构人数

9人、镇街 38人，均具备植物保护或农学相关专业，为有效地

预防和控制农作物重大病虫危害，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提供支撑。

（二）加强业务技能培训。近年来，我局重视基层技术队伍

的技能培训工作，先后举办红火蚁防控、农药安全使用、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

等培训，进一步提高基层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水平。2023年，

我局先后举办红火蚁防控、植物检疫、农药安全使用及作物病虫

害防控等技术培训共 3期，培训 400多人次。通过培训夯实基层

农业植物检疫员业务技能，提升了全市农业植物检疫工作水平，

为阻截防控农业植物疫情，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市人社部门统筹

推进农业技术人才、农业工程技术人才和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等职

称改革，有序推进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定工作。为全面推进粮食

生产安全、乡村振兴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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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病虫害预警监测，为粮食稳产保供提供支撑

粮食病虫害预警监测不仅影响病虫害防治效果，而且事关粮

食安全，因此抓好做好粮食病虫害预警监测意义重大，也是实现

粮食稳产保丰收的关键。

（一）加强预警监测工作。目前全市建立了 18个重大病虫

自动监测点（水稻 4个、草地贪夜蛾 8个、实蝇 6个），采用测

报仪器进行自动监测。同时在水稻和玉米生产季节，每周安排专

业技术人员现场调查稻纵卷叶螟、水稻钻蛀性螟、稻飞虱、草地

贪夜蛾等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通过常规监测与重点作物现场调

查相结合，将监测结果撰写成《农作物病虫情报》刊物，对未来

1-2周各类病虫发生动态趋势进行预测预报，科学指导大田开展

病虫害防控，2022年共撰写发布了《农作物病虫情报》12期。

通过开展病虫害监测工作，及时对病虫害的发生、传播进行预警，

为指导种植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二）加强气象预警工作。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是守住粮

食安全底线的关键一环。针对目前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气象灾害

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局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建

立气象预警应急联动机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气象预警信息，着

力做好农业生产气象保障服务，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为农业

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根据气象预测数据和病虫害发生规律，开

展农作物病虫害气象预测工作，提高农作物病虫害预警准确性和

增强粮食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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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基层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增强

病虫害预警监测能力；优化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资金的投入，推

进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智能监测点建设，有效提升重大病虫害测报

准确率、时效性和科学防控水平，为粮食生产提供保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粮食生产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6月 21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锦涛，8822138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市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1日印发

排版：办公室 校对：种植业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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