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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喜庆之年，也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南北方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农业部门共同努力，全年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生产仍然保持
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夏粮连续六年增产，秋粮丰收在望，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全国农业植保部门和植保工作者认真贯彻中央及农业部的战略部署，围绕促进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生产
稳定发展，着力抓了植保防灾减灾工作，为保障农业丰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
国6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大扶持粮食生产力度，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
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配
套规章制度，健全部门分工合作的监管工作机制，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
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召回制度、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
农业部先后召开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经验交流会议
，全面安排部署了全年的植物保护工作，重点推进了重大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工
作。
全国农业植保部门及植保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公
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不断提升重大农业有害生物减灾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广大植保工作者与农药、农资等部门通力合作，示范推广了一批新农药、新药械和新技术，及时、有
效地控制了危害，减少了损失，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国际贸
易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植保技术支撑。
　　我们伟大祖国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年的辉煌岁月，我们的
全国植保“双交会”即将走过25年的春华秋实。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的植保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向着植保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为此，我们将第二十五届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简称“双交会”）的主题确定为“植保
现代化与科学发展”，并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征文活动，各级农业植保部门广泛关注，广大植保工作
者也积极参与。
为便于大会交流，我们从中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汇集成本届“双交会”的会刊，并由中国农
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发行一定会为第二十五届中国植保“双交会”增添新的光彩。
希望全国植保系统和农药械科研、教学单位以及农药械企业继续通力合作，共同推进植保现代化，有
效控制农业有害生物灾害，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农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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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伟大祖国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年的辉煌岁月，我们的
全国植保“双交会”即将走过25年的春华秋实。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的植保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向着植保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为此，我们将第二十五届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会（简称“双交会”）的主题确定为“植保
现代化与科学发展”，并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征文活动，各级农业植保部门广泛关注，广大植保工作
者也积极参与。
为便于大会交流，我们从中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汇集成本届“双交会”的会刊，并由中国农
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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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动态及预测预报模型　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种群暴发期间的行为特征观察　藏北草原应用不同浓度
特杀鼠2号防治高原鼠兔试验观察　不同密度长爪沙鼠对小麦危害的研究　TBS技术在小麦田防控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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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宝鸡市农区害鼠种群分布调查初报　宁国市应用TBS技术对农田鼠害控制效果初探　大连市农区
灭鼠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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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市各区县也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挤出部分资金用于专业化防治工作。
2007～2009年，各区县财政对专业化防治的投入达到3 100余万元。
4．3强化管理2009年2月，我市农委、市财政局以（渝农发[2009]41号）文下发了《重庆市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补助资金采购物资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政府采购物资的管理，确保了
政府采购专业化应急防控物资的使用效益。
　　4．4加强技术培训为提高专业化防治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市、区县植保部门加强了培训
工作。
市农技推广总站于2009年初举办了专门的机动喷雾器应用技术师资培训班，各区县也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技术培训。
为保证专业化防治的质量，南川区内的植保专业队员要由区植保站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黔江区
于2009年5月举办了“阳光工程”村级植保机防专业队员岗位技能培训班，对全区30个街道、镇、乡
共90余名植保机防专业队员进行了培训。
通过技术培训，所有植保专业队员基本上达到了“三会一能”（即能维修机械，会识别病虫，会科学
用药，会检查防效）的荽求。
　　4．5强化技术服务在加强对植保专业队员技术培训的同时，我市各区县还狠抓了对植保专业队的
技术服务。
南川、黔江、万州等地植保站及时、免费将病虫情报及病虫防治技术资料提供给各植保专业队，在农
作物重大病虫防治关键时期出动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或进行田间指导；黔江区今年开通了手机短信平
台，通过群发手机短信的方式，把病虫发生信息及防治技术传递到各机防专业队负责人手中。
各地植保部门还为专业化防治组织筛选和推荐高效、低毒、对路的药物，从物资供应、药械维修、技
术信息等方面提供保障，并监督植保专业队使用。
同时帮助专业化服务组织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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