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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函) 
                       饶农议字〔2023〕49 号 

                           分类： A 类 

 

关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49 号建议答复 

 

程鹏代表： 

您在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改善我市农作物

土壤质量的建议》（第 049 号）收悉。根据市政府办公室要

求，该提案由我局主办，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会办。我

们均高度重视改善农作物土壤质量工作，在办理过程中通过

微信、电话等方式与您进行了积极沟通。现根据我局与市城

管局、市生态环境局会办情况向您答复如下： 

一、关于农业农药使用不当、种植施肥过多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以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为核心，从

农药减量“五大行动”和“测土配方施肥”持续发力，突出

鄱阳湖周边的鄱阳县、余干县、万年县示范带动作用，全力

推进全市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工作，为全市系统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和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农药减量增效工作 

1.突出重点，落实五大行动。 

一是冬闲水田耕沤灭螟行动。每年 3月底前组织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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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统一翻耕冬闲水田，并在4月10日前确保灌深水浸沤7-10

天，以达到减轻越冬代螟虫发生为害，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目

的。经过效果调查，枯心率耕沤区比非耕沤区螟害率降低

88.57%左右，实现了虫害轻发，农药减量。 

二是绿色防控示范创建行动。每年各县积极创建新的和

维护旧的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区，在示范区内集成推广应用

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安全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

技术，实现少打或不打化学农药的目的。十四五以来全市共

创建病虫绿色防控区 100 个左右，示范面积 12 万余亩，充

分有效示范带动了周边地区绿色防控工作稳步推进，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已从十三五末的 43.3%上升到 51.95%，

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 

三是重大病虫统防统治行动。加大项目扶持引导，大力

推动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每年积极组织开展“春季油菜

菌核病”、“早中晚稻大田除草”、“早中晚稻保苗”、“早

中晚稻保穗”等十多次大规模的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有效

遏制了农作物病虫发生为害成灾，有力了保障农作物稳产高

产。农作物统防统治的服务面积逐年稳步提高，2022 年已达

到 1102.22 万亩次，覆盖率达 53.70%，比 2020 年 45.2%增

加 8.5。 

四是科学安全用药培训行动。以种植大户、专业化服务

组织和农药经营人员为重点对象，以农药减量、农药安全科

学使用为主题，每年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科学安全用药技

能培训活动，不断提高本市农药的科学化、精准化使用水平，



— 3 — 

精心培育打造出了一支“懂农药、会施药、用对药”的高素

质农民队伍，强劲助力农药减量使用。 

五是农药标准门店创建行动。2022 年在鄱阳、余干、万

年三县强力打造了 105 家“农药经营标准化门店”，并积极

发挥标杆门店示范引领作用，促使当地农药购销环节更加规

范和科学安全用药更快落地落实。 

2.强化监测，精准指导防控。加强市县两级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预警队伍建设，强化病虫害监测，在全市各县建设农

作物病虫监测点，常态化进行病虫害监测。根据病虫监测数

据，系统统计分析，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病虫防控。每年

市本级发布病虫情报 10 期以上，市、县共发布病虫情报 130

期以上。 

3.加强测定，突显减量成效。积极组织余干、弋阳、婺

源等县开展水稻病虫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区农药

减量效果测定。经评定：早稻示范区比对照区少用农药 1次，

亩减农药 85-140 克，节约农药成本 22-27 元，农药减施率

21.52-38.88%，稻谷增产率 3.1%-9.29%；晚稻示范区比对照

区减少 1 次用药，亩减农药 77-120 克，农药减施率

18.53-30.7%，防治成本亩减少10-30元，增产率4.38-6.24%。

通过效果测定，科学佐证了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工作效果、效

益俱佳；推进的各项农药减量措施落地落实，全市农药减量

增效工作成效显著，2022 年完成了鄱阳湖周边地区农药使用

量比 2015 年减少 10%以上，提前一年完成了整改销号；全市

2022 年农药使用量为 4447.34 吨，比 2020 年减少了 2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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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二）化肥减量增效工作 

1.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减肥。按照取土化验三、五

年一循环的方式，不断完善主要农作物的施肥指标体系。通

过采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测土配方施肥专家咨询系统、示范

片到村、配方肥下地、施肥建议上墙、培训班进田与宣传指

导到户等形式，年推广应用面积在 1100 万亩以上，建立覆

盖全县主要农作物的配方肥体系，在全省率先建立推广施用

“测土配方施肥系统”，农民可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查询每个

地块的作物施肥方案，进而积极改进施肥方式方法，减少不

合理施肥。 

2.建立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以耕地质量提升技

术，提质减肥。全市共建立长期定位监测点 91 个，其中建

立省级以上耕地质量监测点 75 个，建立市级耕地质量监测

点 6，逐步建立市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以地力培肥、土壤

改良、养分平衡、退化治理为主要内容，示范应用秸秆腐熟

还田、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石灰调酸改土等地力提升技

术。年绿肥种植面积达 160 万亩以上，水稻秸秆还田率 80%

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稳中有升，为化肥减施固基础。以增

施有机肥技术替代减肥。在绿肥种植同时，进一步提高农业

有机废弃物肥料化利用水平，连接种养两端，推动粪肥与秸

秆还田利用，鼓励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 

3.以科技创新增效减肥。加快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和现代

化科技成果的转换，推广水稻侧深机械施肥与水肥一体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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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施肥技术，推广再生稻种植，科技创新形成新动力，进

一步促进减肥增效。大力示范推广配方肥、缓控释肥料、水

溶性肥料、商品有机肥等的应用，优化肥料生产企业和农资

供应市场的肥料品种结构。 

4.积极开展化肥减量示范片。全市共落实了化肥减量示

范片 37 个、示范区 96 个、落实了化肥减量增效田间试验 129

个。 

5.因地制宜推广再生稻种植。结合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活动，因地制宜推广再生稻种植，通过种一茬，收两季，

充分利用资源，缩短生育期,减少化肥使用量，实现化肥减

量增效。 

二、关于畜禽粪污利用不合理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情况。以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为主线，通过转变畜禽养殖生产方式，坚持走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路子，持续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加快畜禽规模养殖场升

级改造，完善畜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设备，大

力推广新设施、新工艺、新技术，同时继续大力推广种养结

合循环农业模式，不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取得了一

定成效。全市规模以上养殖场已全部建立一场一策粪污处理

台账，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中，根据各县（市、

区）填报数据显示，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达 99.06%，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已达 97%以上。 

一是大力推进畜禽养殖区域划定。合理划定了畜禽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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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限养区和可养区。目前，全市各地全部划定了“三区”。 

二是依托政策项目助推清洁生产深入开展。依托生猪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大中型沼气工程、

“菜篮子”扶持等项目，重点安排粪污治理和利用设施设备。 

三是加强粪污治理技术推广。重点推广了干湿分离、雨

污分离、高床养殖、污水减排、生物发酵床等实用技术，提

高粪污处理技术水平。 

四是加快转变养殖方式。建立了无污染健康养猪试点、

蛋鸭笼养试点、“猪-沼-茶”循环经济模式试验基地、家庭

猪场适度规模养殖等模式，为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探索现代

生态养殖新途径，转变生产方式作了有益的探索。 

三、关于集中处理生活污水、合理利用生活垃圾 

（一）生活污水处理。 

1.制定工作计划。一是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3 年上饶

市农村环境整治目标任务的通知》，分解落实了各县（市、

区）2023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督促指导各地统筹推进，以县

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为抓手，充分考虑农村经

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排规律、环境容量等因素，以污水

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科学规划和安排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截至 2023 年 5 月底，新增完成 65

个建制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省里下达年度工作目标任

务数 100 个），“十三五”期间完成了 256 个建制村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2021 年、2022 年分别完成 60 个、120 个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二是推进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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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今年计划改造任务 16 个，目前已完成了 6 个。截止目

前各县区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85%以上，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到 95%以上。 

2.推进资金申报和项目实施。广信区、余干县、鄱阳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已入中央项目库，共计申请到中央资

金 4033 万元。各县（市、区）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处理技术

和运营模式。通过政府出资、申报项目资金等方式筹措治理

资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如上饶市大坳水库饮用水源

保护区水环境治理项目，政府出资 6100 万元，中央水污染

防治资金 9690 万元，建设了 62 套污水处理终端、733 座

四格净化床及 2043 米河道生态修复治理，污水收集率达到

90%以上，彻底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二）生活垃圾处理。大力推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实现“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一体化垃

圾处理模式。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上饶市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规划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规划全域实现生

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垃圾资源化率达到 70％。 

四、关于做好健康种植建设宣传工作、强化农民科学施

肥意识。 

及时印发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安全用药指南、病虫情

报和重大病虫防控技术方案，积极开展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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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培训，强化科学安全用药指导，引导农业生产者安全科学

使用农药，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一是在全市各县建设农作物病虫监测点，常态化进行病

虫害监测。根据病虫监测数据，系统统计分析，及时发布病

虫情报指导病虫防控。“十四五”以来市、县共发布病虫情

报近 300 期，病虫害中长期预报准确率达 85%以上，短期预

报准确率达 95%以上；为病虫精准防控和减少农药使用提供

强大技术支撑。 

二是科学安全用药培训行动。以种植大户、专业化服务

组织和农药经营人员为重点对象，以农药减量、农药安全科

学使用为主题，每年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科学安全用药技

能培训活动，不断提高本市农药的科学化、精准化使用水平，

精心培育打造出了一支“懂农药、会施药、用对药”的高素

质农民队伍，强劲助力农药减量使用。“十四五”以来共举

办科学安全用药培训班 180 余期，培训人员达 17255 人次。 

三是积极开展化肥减量增效宣传培训。全市共举办培训

班 285 期，培训人员 14102 人次以上；共开展农户调查 3003

户，进行电视施肥预告 22 次，发放测土配方施肥宣传资料

48.02 万份以上。 

四是深入推进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技术。规范开展取土化

验工作，根据土壤检测结果，优化施肥配方,完善测土配方

施肥推荐施肥方案，做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片到村、配方肥

下地、施肥建议上墙、培训班进田和宣传指导到户等形式，

不断普及并巩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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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持续推进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结合耕地质量保

护，推行耕地休养生息，实行稻油、稻肥、稻豆轮作，以小

肥养大肥，维持土壤肥力，减少养分流失。 

六是强化水稻施肥新技术示范推广。加强水稻基期氮肥

深施技术模式推广，通过项目示范有效推进土壤酸化治理；

做好“三新”配套升级版技术推广。 

 

感谢程鹏代表对于我市农作物土壤质量问题的关注和

建言献策。 

以上答复，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上饶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6 月 21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督查科 

联系人：市农业农村局 许鑫（18000131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