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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鲁农保字〔2021〕1 号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贯彻落实“2021 年全国‘虫口夺粮’

保丰收行动”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预测，今年我国气象年景偏差，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呈偏重发生态势，防病治虫夺丰收的任务艰巨。为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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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全国“虫

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的通知》（农办农〔2021〕4 号）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重大防控

责任

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我省

农村工作会议把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确定为今年农业工作的

头等大事。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重大病虫害防

控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危机意识，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工作落实。要按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规定，

落实“政府主导，属地负责，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协助各

级政府落实领导责任，明确部门职责，完善重大病虫害防控

组织领导和协调指挥机制，层层压实防控责任。要认真贯彻

落实《2021 年全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见附件）

要求，尽早研究完善本地重大病虫害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树立防大灾思想，早谋划、早动员、早部署，落实资金支持，

备足防控物资，做好应急专业队伍培训和演练，确保关键攻

坚防控战役“兵精粮足”，召之即战、战则必胜。

二、严密监测预警，准确把控态势，及时发布病虫预报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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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种病虫偏重发生的态势明显。小麦条锈病冬前

在上游菌源省份发生普遍，小麦茎基腐病秋苗期已显症，草

地贪夜蛾依然存在较大潜在威胁，小麦赤霉病、蝗虫等局部

暴发的风险较高。各级一定要提高警惕，严格规范开展病虫

监测调查，科学研判会商，准确及时提供病虫信息，为防控

决策争取最大主动权。要组织植保专业技术人员沉到基层，

尽早走进田间，盯紧盯准病虫动态，发动生产主体关心关注

病虫防治工作。进一步完善监测站点布局，做好监测设备维

护保养，全程保持运行状态良好，加快推进新型智能化测报

工具的推广应用，增加智能化监测站点建设，提高监测预警

信息的精准度和时效性。畅通病虫信息沟通渠道，保持信息

上报不延时，部门横向信息流通无障碍，公开发布广域覆盖。

重大病虫发生防治关键时期启动周报和日报制度，鼓励植保

机构向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等点对

点精准投送病虫信息。多方举措，发动农民群众关注病虫，

主动报送相关信息，自觉采取防控措施。

三、紧盯重大病虫，打好关键战役，严防暴发成灾危害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茎基腐病、麦蚜、草地贪夜蛾、

粘虫、东亚飞蝗等重大病虫是我省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各

地一定要盯紧防牢，每个重大病虫都要有单独防控方案，以

“歼灭战”的思维设计、组织、落实各项关键措施，坚决果

断控制暴发成灾。小麦条锈病重点落实“带药侦查”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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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面”预防措施，压低菌源基数，见病比较普遍时要及时

发动全面覆盖防治。小麦赤霉病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一旦

适宜流行要及时预防，常发、易暴发地区如果气候条件适宜

流行要“主动出击、见花打药”。小麦茎基腐病要抓住早春

小麦返青期最后一次施药防治机会，及时精准施药防治，尤

其是往年重发地片和播前、播种期没采取防控措施的田块，

要重点防治。草地贪夜蛾要强化“黄河阻截带”阻截布控作

用，层层阻截诱杀迁飞成虫，坚持治早、治小，全面扑杀幼

虫，最大限度降低危害损失。东亚飞蝗要坚持“改治并举”

原则，继续推进蝗区生态治理工作，做好重点蝗区统一防治，

同时密切监视新生宜蝗环境，严防突发重大蝗情。小麦蚜虫、

玉米螟等常发重大病虫要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相

结合，打好防病治虫的“人民战争”。

四、规范组织管理，强化示范引领，大力推进专业化统

防统治

我省植保专业化服务发展良好，已有 12 个县（市、区）

被评为全国“统防统治百县”，67 个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被

认定为全国统防统治星级服务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根

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进一步加强植保专业化服务

组织管理，规范专业人才配备，规范技术标准，规范市场行

为规则，推动专业化防治服务再上新水平。要做好对服务组

织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为服务组织提供准确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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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信息、市场信息，充分调动专业化服务组织参与重大病

虫防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鼓励专业化服务组织积极采用

理化诱控、生物防治、高效低毒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促进

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有机融合。积极向生产主体和社会推介

优秀报务组织，发挥“统防统治百县”和星级服务组织的带

动作用，引领植保专业化服务扩规模、上水平、增实效，发

挥植保防灾减灾主力军作用。要充分利用好生产救灾资金等

公共财政资源，完善政府购买植保服务机制，扶持引领专业

化服务发展。继续大力推广小麦“一喷三防”技术和玉米“一

防双减”技术，根据当地重点病虫发生动态，合理确定统一

防治最佳时间，选择绿色、高效药剂，力争取得最好防控效

果。

五、加强督促检查，广泛技术指导，确保防控措施落实

落地

各地要高度重视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组成专门调研指

导机构，不定期深入一线督促检查，确保关键措施落实落地，

确保重大病虫防控不留隐患。组织精干专业力量，采取巡回

指导、包片驻点、田间学校、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防控技术

指导，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开展科学有效防控。要利用好电视、

广播、报刊、网络、手机等媒介，广泛宣传病虫信息和防治

技术，增强生产主体防治病虫的主动意识和行动自觉，引导

社会关注支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行动，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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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省防病治虫夺丰收的高潮。

附件：2021 年全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2 月 10 日

公开属性：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印发：2021-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