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精选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篇一

我镇现有林面积7500亩，主要树种有杨树、法桐、白蜡、国
槐、刺槐、柳树、枣树、桃树等树种和其它经济树种，受美
国白蛾危害的树种主要有杨树、法桐、白蜡、柳树等。截至
目前我镇美国白蛾发生面积近3000亩，没有造成重大灾害，
防控面积4000亩次，调查监测面积7000亩。 在自查过程中，
我们分成5个调查组，以行政村为调查点，以乡村公路、片林
为调查单位。每调查单位抽查10%—30%的树木，观察树上未
下树的老熟幼虫及危害情况。对重点喜食树种逐株详查，对
一般喜食树种根据面积大小进行抽查。

居，不间断的进行调查监测，调查情况一天一汇总；组建了7
人的防控专业队，租用专门车辆对发现的疫情及时进行防控；
镇财政拨出10万元专项防控资金，购置农药400公斤、机械3
台，杀虫灯34盏，高枝剪15把，使我镇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基
本达到了要求，有虫株率控制在了0.1%以下。 从今年的自查
情况看，第三代美国白蛾在我镇存在扩散趋势，形势仍十分
严峻。今年第二代美国白蛾只有11个村居发生，第三代发展
到23个，全镇各村居都有发生。危害树种由原来的白蜡、法
桐、杨树扩展到柳树、椿树等。

目前我镇已基本控制住了美国白蛾的发生和蔓延，没有造成
大的危害，但检测防控力度、技术、方法还有待于提高，还
需要认真研究，并要努力将工作做细，力争使美国白蛾的危
害降到最低程度，确保我镇的生态和农林安全。



汶上镇林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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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防控责任

到位、未发现疫情的村、包村干部给予物质奖励。截至目前，
已对 名包管区领导、包村干部、村支部书记进行了通报批评
和处罚，对 名包村干部、村支部书记进行了奖励。

二、加大宣传力度，构筑联防体系

采取宣传车、广播、宣传栏和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防控工作中来，构筑起了
全民参与的联防体系。截止目前，全镇已发放美国白蛾防治
宣传手册2000余份，发放明白纸38000余份，张贴标语800余
幅，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美国白蛾的危害性和防治的重要
性，提高了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同时，加强专业防治队
伍建设，现全镇共有疫情测报员120人，防疫专业队150个，
并配备了防治器械，实行不间断巡查。实行美国白蛾疫情实
行日报告制度，报告内容包括疫情监测情况、新增疫点发生
情况及防治措施等，每天下午5：00前报镇指挥部办公室。严
格限期除治制度，对发现的疫情限期治理。对隐瞒疫情或除
治不力，引起疫情扩散、情节严重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三、落实防治措施，提高防治效果

加强疫情测报，实行美国白蛾防治零报告制度。同时，不断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截至目前，镇村共投入专项资金 万元，
储备无公害药剂 吨，配备高射程喷雾机 台（其中，大型喷
雾机 台）、高枝剪 把、杀虫灯 盏，进行人工物理防治 万
亩，生物防治 万亩。



下一步，我镇将在、市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
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全力以赴抓好当前美国白蛾防
控工作，坚决杜绝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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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篇二

为了全面完成我县2021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建设任务，
做到防灾减灾，确保国土安全、生态安全。按照《吉林省松
材线虫病防控方案》、《吉林省美国白蛾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吉林省松毛虫特大灾情应急防控实施方案》以及森
林鼠害防治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县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
松毛虫、森林鼠害监测防控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建设时间、地点 

1、项目建设时间为2021年3月10日至2021年12月10日。 

2、项目建设地点为全县12个国有林场，14个乡镇。 

（二）建设内容 

1、全面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工作 

2、切实做好美国白蛾疫情综合防控工作 

3、落叶松毛虫灾害防治 

4、林鼠灾害防治 

2021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预算资金35万元。 

（一）实施方案制定 



由县林业局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同时上报省林草局备案。 

（二）实施方法 

（三）巡检、验收 

3、县内各国有林场、各乡镇政府负责项目建设启动资金的筹
备，确保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篇三

为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全面维护生态安全，持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根据省、
市业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我省自20xx年以来，先后在芜湖、宿州、淮北和我市的阜南
县发现美国白蛾疫情。按照省、市业务部门有关美国白蛾防
控工作安排部署，我县采取检疫、监测、普查等多种方法对
美国白蛾进行严密防控，目前尚未发现疫情。由于我县紧邻
阜南，因此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一）目标

全面加强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切实做好疫情监测，确保第一
时间发现疫情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一旦发生疫情，立即部
署进行除治，使虫（网）株率控制在0.1%以下，叶片保存
率90%以上，确保不出现重大成灾情况。

（二）对策

1、成立颍上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部和颍上县林业局
美国白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3、全年开展3次以上美国白蛾普查。



4、加强检疫检查工作，防止疫情传入。

5、建立并完善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若发现疫情，立即报告，
及时除治。

（一）宣传和培训。

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宣传车、黑板报、明
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美国白蛾发生危害性状、识别特
点、防控技术，以及美国白蛾危害的严重性和防控工作的重
要性。通过宣传，打消人们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消极麻痹
思想，树立防控美国白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群众参与
美国白蛾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营造防控美国白蛾工
作的舆论氛围。

培训：在冬、春季开展两期培训班。培训对象为所有检疫员、
测报员、各乡镇林业技术员及防治专业队队员等。人数每期
不少于30人。培训内容为有关政策和法规、《美国白蛾防控
技术与对策》、《美国白蛾监测技术和普查方案》、《美国
白蛾防治技术》等。

（二）开展监测和普查

1、监测：建立健全监测队伍和监测机制，每个乡镇要建
立1-2处监测点，明确一名测报员，每村至少要有1名森防员。
对与阜南县交界处和328省道、105国道沿线的乡镇设监测点
两个。全县监测人员预计30人，监测点30个。监测工具主要
使用诱虫灯和性引诱器，性引诱器悬挂不少于10个。

2、普查：

根据美国白蛾生活史特性确定普查时间：

成虫，越冬代，4月上旬至5月中旬；第一代，6月中旬至7月



中旬；第二代，8月上旬至8月下旬。卵：第一代，4月中旬
至5月中旬；第二代，6月中旬至7月中旬；第三代，8月上旬
至8月下旬。

幼虫：第一代，5月上旬至6月中旬；第二代，7月上旬至8月
上旬；第三代，9月上旬至10月上旬。蛹：第一代，6月上旬
至7月上旬；第二代，7月下旬至8月中旬；第三代，10月上旬
至第二年3月中旬。全县普查次数不少于3次。

调查点设置：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对木材集散地附近、乡
村农户房前屋后和城区机关单位院落的树木进行随机布点；
公路、铁路沿途的树木等要进行重点调查。原则上每2-3km
布设1个调查点，每点设1-2个标准地进行详查，每标准地面
积为1亩，标准地尽量设在靠近村庄处；成片林调查每乡镇不
少于两块，设2-4个标准地。全县布点数不少于100个。

调查方法：

蛹期调查。一是在老树皮、乱石堆、墙缝等越冬场所，采集
越冬蛹；二是在老熟幼虫下树化蛹前，在树干下部围草诱集。

成虫期调查。用黑光灯、性诱剂进行诱捕，加以鉴别。

初龄幼虫网幕期调查。该期是普查的最佳时期，在样地内，
仔细观察树上是否有网幕，计算有网株率和平均每株网幕数。
第一代幼虫网幕集中在树冠中下部外缘，第二、三代幼虫网
幕多集中在树冠中上部外缘。

（三）防治技术措施

1、强化监测监管。切实加强监测预报，全面、定期开展美国
白蛾疫情调查，对美国白蛾易发区域的树木，如交通沿线、
庭院、货场、饭店、旅馆、池塘、木材加工聚集区、林产品
市场等周围进行重点调查，及时发现疫情、及时发布预警。



加强对绿化施工工程监管，严把苗木来源关，凡无《植物检
疫证书》调入的一律不得进行栽培，凡因绿化施工引发美国
白蛾疫情的，依法追究施工方责任。健全美国白蛾监测报告
体系，方便群众报告疫情，向社会公布联系电话。严格执行
《植物检疫条例》，充分发挥森防机构的监管作用，加强对
从疫区调出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和运输工具的检疫复查，发
现带有美国白蛾或无植物检疫证书的，依法查扣并进行除害
处理。

2、一旦发现美国白蛾疫情将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1）药剂防治：药剂的选择要十分注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
安全性，主要选择除虫脲、噻虫啉、灭幼脲3号、美国白蛾病
毒、杀铃脲、bt、烟参碱、森得保等仿生、高效氯氢菊脂、生
物药剂和植物性杀虫剂。在施药防治过程中，严格按农药使
用手册规范操作，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伤害等。

（2）天敌防治：在美国白蛾老熟幼虫期和化蛹初期，选择适
宜天气和时机以虫口3倍的数量分两次施放周氏啮小蜂防治美
国白蛾，实现稳定控制的目标。

（3）人工物理防治：一是人工挖蛹：在美国白蛾越冬后至春
季羽化前发动群众挖蛹，政府有偿收蛹。以降低虫口基数；
二是剪除网幕：在美国白蛾幼虫未扩散前（3龄前），组织发
动人员用高枝剪除网幕，杀死网幕中的虫子，以降低虫口密
度；三是草把诱集：利用美国白蛾各代老熟幼虫下树化蛹的
特点，于老熟幼虫下树前在树干离地面1.5米左右处围绑庄稼
桔杆，诱集老熟幼虫予以销毁；四是灯光诱杀：每3公顷左右
挂一盏杀虫灯，诱杀成虫。

1、强化监测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全县测报网点建设，确定乡级测报员，明确测报
人员职责，划片包干，责任到人。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防治



专业队。加强培训，提高防控水平。

2、药剂、药械储备和购置

对现有仪器、机械设备做好检修、调试，目前我局有车载式
高射程喷雾机一部，担架式高压喷雾机6部，背负式烟雾机8
部等。同时要求乡镇都要配备相应药械，确保满足防控应急
需要。我局现已储存药剂50多件，并且已与供应商建立联系，
不足部分，及时充实。

3、资金保障

20xx年，在财政预算中，防治经费不少于10万元，并积极争
取省级防治经费资助。不足部分，有林农自筹。

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篇四

冬春季节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学园要以“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为总体目标，结合我市幼儿园实际和突出问题，组织
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集中整治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逐
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面提高
学园防控火灾能力，实现春节、元宵节等重大活动和重要节
日期间不发生火灾事故。

从xx年xx月xx日开始至xx年xx月xx日结束

(一)落实园园消防安全责任制，切实做好园园消防安全工作。
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本园开展今冬明
春火灾防控工作。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分工明确，责任
到人，要把教职工岗位消防安全管理职责落到实处。按要求
定期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填写消防检查记录，配齐消防器材，
积极组织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宣传教育活动。

(二)加强学园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幼儿园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要明确专人管理，灭火器定期
检查更换，保证安全有效。所有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教
室和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都须有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
施xx月xx日前，对前段消防安全专项行动进行“回头看”，
对没有排查到位的要及时排查，没有整改到位的要及时整改，
对发现的重点问题，要逐条逐项地明确主体责任、解决方法
和时限，要紧盯容易引发火灾的关键环节和致灾因素，严查
用火、用电安全，严查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查危险物品
和易燃装修材料，加强防范。

(三)积极推进幼儿园消防队伍建设，建立消防安全管理长效
机制。成立义务消防队，加强培训和日常管理及值勤，配足
配齐必要的消防器材，提高处置初起火灾和控制火灾蔓延的
基本能力。重点部位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食堂、教室的用
水、用电等都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细则。学生教室的管理是消
防安全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严禁私接电线、私装插座和使用
明火，做到日检查、周汇总、月上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
安全隐患。

(四)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力度，切实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
识 。xx月份是消防安全宣传月，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是预防、
减少火灾的重要措施。在消防宣传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消防
宣传活动，结合今冬明春消防安全工作，充分利用各类载体，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知识宣传工作，确保消防知识宣传
工作深入师生心中。通过一系列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
使广大师生掌握基本的消防技能，提高师生的消防安全素质，
全面提升学园防控火灾的能力。

(五)认真落实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学园消防安全工作档案。
根据朝阳市教育局《关于朝阳市教育系统xx年今冬明春火灾
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朝教[xx]336号)及《凌源市教育系统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进行自查自纠，
完善《幼儿园消防安全工作档案》。



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工作责任，制订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方案，认真开展火灾防控工作。总之，通过消防安全管理检
查与整顿，我园发现了一些消防安全隐患，做了许多力所能
及的事，排除了一些安全隐患。同时，借此机会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演练活动，加强了消防管理，提
高了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美国白蛾防治工作报告篇五

县充分估计美国白蛾防控的严峻形势，认真总结前几年防控
美国白蛾经验，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美国白蛾防控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实施以飞机防治为重点，以生物防治为补充的防治
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了针对性强效果明显
的工作措施，全县防控美国白蛾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全县目前投入资金260万元，全县所有树木除城区外
全部进行了飞防，飞防312架次，飞防面积达到20万亩。生物
防治进展良好，已经准备好释放用蜂10亿头。监测数据表明，
第一代美国白蛾危害株率、危害面积比往年均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总结今年防控经验，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为切实加强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领导，
县政府进一步调整充实了美国白蛾防控机构，成立了由组织、
宣传、纪委、林业、建设等部门和各镇、街道办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美国白蛾防控指挥部，指挥部集中在县苗圃办公，
设立督查组、宣传组、督导组，分工负责美国白蛾防控工作。
同时成立了十二个县直部门包镇（街道办）工作组，具体负
责督导各镇、街道办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发现问题现场
督办、追踪问效，真正做到督导到位，责任到位，工作措施
到位。各镇、街道办也按照规定健全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是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全面落实属地防治责任制，
实施“一把手”工程。镇、街道办、部门单位一把手负总责，
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所辖区域的美国白蛾防治工作。在防



治美国白蛾关键时刻亲自掌握第一手信息，切实做到工作到
一线，指挥到基层，调度到现场。分管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
靠到地片，现场指挥。各镇、街道办将美国白蛾防治工作列
入对村居的月份考核和年度考核。建立起镇、街道办领导包
片、机关干部包村居、村居干部包地段包林户的立体责任网
络，责任到人、到地片，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部门联动，密切配合。林业、教育、财政、建设、公路、
房管、公安、宣传、督查等部门在县美国白蛾防控指挥部的
统一组织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责，全力以赴，密切配合，联
防联治，协调推进防治工作。林业部门积极做好疫情监测工
作，掌握疫情动态，制定防控方案，提供技术指导，协调落
实防控工作任务。教育部门负责对各类在校学生进行美国白
蛾防控知识的普及、宣传、教育、动员学生家庭成员积极参
与美国白蛾防控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美国白蛾防控专项经费
的预算安排，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建设、公路、房管、
公安、宣传、督查等部门按照工作分工和工作要求，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抓好美国白蛾防治工作。

四是严格奖惩，实行责任追究。县政府在桓政办发〔2011 〕
23号《关于加强美国白蛾防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
严格奖惩和实行责任追究的措施。经研究，美国白蛾防控工
作同时实行保证金制度。各镇党委书记、镇长各缴纳保证金2
万元。对完成防控任务的镇党委书记、镇长，返还2万元保证
金，并各奖励1万元；对未完成防控任务的镇党委书记、镇长
各扣罚2万元保证金，并取消当年评先树优资格。对防治工作
组织不力，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损失和影响的，严格实
行责任追究，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民防治的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召开会议、广播、电视、通告、明白纸、宣传车等
形式广泛进行宣传，我县出动宣传车300台次，集中宣传12天，
然后各镇、街道办再自行安排进行宣传。发放明白纸30000份、



宣传画册8000份、《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防控美国白蛾
的通告》2000份、宣传磁带350盒，悬挂横幅标语3500条，做
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了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二）充分做好疫情监测工作。疫情监测是有效防治的前提，
疫情监测不到位，防治绝对不会到位。一是建立健全疫情监
测体系。认真吸取前几年美国白蛾防治过程中一些单位“找
不到、查不准、报不实”的教训，建立完善疫情监测体系。
建立省级监测点1处，市级监测点2处，县级监测点16处。要
求每村居至少要有一名监测员，上报防控指挥部备案，做到
监测网络健全完善，及时准确测报疫情发生情况。二要加大
疫情监测力度，消灭死角盲区。林业部门、县直包镇、包街
道办督导组坚持在美国白蛾发生关键时期，深入林地，查实
情、摸实底，及时通报监测情况。加大了对镇与镇、我县与
邻县交界处、闲置有树院落疫情的监测，消灭监测死角和盲
区。三是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尤其要对重要路段、重点防控
区域实施重点监测，科学预测美国白蛾的发生发展趋势，为
各级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采取飞机防治为主生物防治为补充的防治策略。实践
表明，飞机防治省工省时省力防治效果显著。在去年实践成
功的基础上，县政府决定今年全县普遍采取飞防措施，并对
飞防区域、飞防时间、飞防资金筹措、飞防安全、飞防带来
的弊端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飞机防治中注重把握好三个
关键环节：一是防治时机。根据全县监测和市局指导意见，
桓台县5月17日开始飞机作业，5月28日全县适飞区域全部飞
防完毕；二是飞防通告。在飞防前向全县散发飞防通告2000
份，并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向全县人
民告知，取得群众支持和配合；三是特种养殖户。各镇政府
和辖区内所有特种养殖户签订合同，在飞防期间采取各种保
护措施，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引发不稳定因素。四是骨
干道路。济青高速、滨博高速、 803省道、张田路、寿济路
和唐华路、东南外环路、周荆路、起马路、少海路等骨干道
路两侧树木全部飞防两遍，确保飞防效果。生物防治能有效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对漏喷漏防区域和树木采取
释放美国白蛾天敌周氏啮小蜂的办法。计划全县第一代释放
小蜂10亿头。

1、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防控氛围。继续采取电视
广播、明白婚、宣传画、通告、出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宣传
发动，全民动员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努力做好周氏啮小蜂的繁育工作，力争明年达到40亿头。

3、采取强力措施，加大监测力度，适时掌握美国白蛾的发生
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搞好明年的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