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梨园病虫害及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病虫害防治年度工作总结汇总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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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组织领导。

针对去年冬季和今年春季草原虫卵调查情况，市草原防虫灭
虫指挥部对牧区四个旗县就害虫监测时间、监测地点、监测
内容等做了统一安排部署，并强调要强化领导、精心组织、
落实责任，确保草原虫害防治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2、强化预测预报，落实监测责任制。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站内草发[]7号“关于开展春季草原虫害
(蝗卵)调查的通知”，市旗两级草原站及时开展调查工作。
全市共设样地38个，样方114个，并详细记录样地(方)设立日
期、面积、编号，行政编码，地点名称、坐标、高程，土壤
质地、类型、外貌特征，草场类型，主要植物，指示植物，
载畜量，害虫种类，天敌种类等基础信息。根据调查结果显
示：__年我市天然草原平均每平方米的卵块数为0.8块，卵粒
数为24个，越冬后活卵率为80.5，卵粒寄生率为0.7，卵块捕
食率为0.5。预测：如果温湿条件适宜，发生面积为650万亩，
平均密度为19头/平方米，重度危害面积为225万亩。根据预
测预报结果，从4月10日开始，进入实际监测阶段，责成专人



负责监测上报;从6月份开始安排专人实行虫害情况定期报告
和值班制度，一般情况每三天上报一次，重大灾情立即上报。
为防治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

3、启动虫害防治应急预案。

根据__市虫害发生地区的实际情况，启动三套防治方案，即
人工、机械和飞机防治方案，重点以飞机防治为主，人工和
机械防治为辅，为及时开展防治工作做好准备。

4、及时开展防治工作。

4月18日，磴口县上报__年第一例虫情报告后，市草原站立即
组织科技人员到实地调查，及时向市政府和自治区草原站上
报。市政府高度重视，带领市农牧业局、市草原站有关人员
专题向自治区农牧业厅进行了汇报，得到自治区农牧业厅的
大力支持，自治区草原站有关人员先后到我市视察虫情，对
防虫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确保了我市灭虫工作顺利开展。6
月13日与鄂尔多斯航空公司签定了飞机灭虫协议，6月27日成
功调机。由于连续下雨，飞防工作从7月2日开始，7月8日结
束。乌前旗、乌中旗、乌后旗6月26日开始人工防治，7月31
日结束。

5、加强灭效调查。

防治区域由专人负责进行灭效调查，通过走访和样方调查，
对防治前和防治后的虫口密度及药品的残留时间、喷药后3-
-7天内的中毒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根据调查灭效达到95以上。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__年牧区四个旗县的害虫主要优势种为亚洲小车蝗，而今年
的优势种为突鼻蝗和戈壁棘硕螽，这使我们对新的优势种的
生活习性、生物学特性等方面了解不够，需要从更广的领域、



更深的内容上要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做
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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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保护森林资源，促
进林业发展，维护生态安全，根据《_森林法》和_《森林病
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预防、除治、森
林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对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构成危
害或者威胁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本条例所称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是指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
繁殖材料，乔木、灌木、竹类、野生珍贵花卉和其他森林植
物，木材、竹材、干果和其他林产品。

第三条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科学防治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的领导，建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将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林业和生态建设发展总体规划，
进一步健全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制，并将重大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完成情况列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宣传工作，组织本辖区的村(居)民委员会、
林业经营者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其所属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
构(以下简称林业防治机构)承担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
验检疫、防治督查、技术服务、业务培训等具体工作，依法
查处违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

发展改革、财政、农业、水利、科技、交通运输、旅游、环
保、工商、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出入境检验检
疫等部门和电力、通信、邮政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有关工作。

基层林业工作站负责所辖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测报的具体工
作，协助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检疫工作。

第六条 林业经营者应当做好其所属或者经营管理的森林、林
木的有害生物预防和治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
式，向社会宣传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知识，增强公众防御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意识和能力。

第二章 预防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每五年开展一次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编制林业有害生物分布图，划分林业有
害生物常发区、偶发区和安全区，对松材线虫等重大林业有
害生物每年定期开展专题调查，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林
业主管部门提交普查、专题调查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森林
资源分布状况、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和专题调查结果，编制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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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荆最容易的和最严重的病害就是枯萎病，这个病是为土传
病害的，发病最强的`时期就是在6到8月分的时候，在土壤粘
性太重，透气排水都不好或者地势也非常的低洼的时候，都
会容易生这种病，而且还非常的严重，会直接导致好多的苗
木直接死亡的，这时候用药的话也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要改善生长的环境，加强树势。这样子就可以
很好的防治这种病害了。

2.羞木虱

在生长的时候，危害银荆的枝干和叶子害虫很多，其中最普
遍的害虫就是合欢的羞木虱，这种害虫主要是去吸收它的嫩
枝和叶片，还会分泌出一种蜡丝，就会引起小叶子开始发还
并且掉落，甚至还会发生煤污病，这样子就会直接影响植株
正常生长的景观，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防治，在每年的5到6
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加强药剂去防止，防治的越早就会让那个
生病虫的几率也是非常小的。

3.流胶病

生这种病一般都是因为受伤才引起的流胶。所以一定更要做
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般可以在林地里面抚育修剪的时候
要留下短桩，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减少机械的损伤，这样子
就不容易生这种病了。

4.黑蚱

有的时候还会容易生出来黑蚱这种害虫，它会吃掉银荆的枝
叶，黑蚱一般都是产卵在枝梢内，这样子就会让枝梢开始枯
死。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最好的防治方法就是，第一要把黑蚱
产卵的枝条给它烧毁了，第二还要用一定的药剂进行喷洒，



这样子就会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职业危害防治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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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县林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森林覆盖率逐年
上升，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突显，得到了省、市、县
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与此同时，县域林业资源保护就成为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在省、市、县各级政
府和有关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站适应新形
势，以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努力创新工作思路，深
入贯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使全县森
林病虫害防治和林业植物检疫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轨，整体抗
灾减灾能力大大增强，取得了可喜成绩，起到了为我县林业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20__年，我们主要进行了技术培训，森防法律法规宣传，重
点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及预测预报，对常发病虫害制定了有效
的防治方案，深入基层督促实施，进行有效的技术指导，加
强美国白蛾的防控，强化林业植物检疫，严厉打击逃避检疫
非法调运行为，确保了林果生产的安全，圆满完成省、市下
达给我县的任务指标。全县现有森林面积123.85万亩，全年
预测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5.5万亩，实际发生6.1万亩，发生
率4.93%，防治面积5.9万亩，防治率达到96.72%，测报准确
率90.16%。产地检疫种苗面积2000亩，种苗产地检疫率达
到95.24%，检疫木材150立方米，检疫苗木40万株，林木种
子5吨。应施调查监测面积96万亩，调查监测面积96万亩，监
测覆盖率100%。

一、狠抓技术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壮大技术队伍



首先搞好专职和兼职检疫员的培训工作，对一些危险性病虫
害的识别及发生规律、扑灭措施进行系统讲解，掌握我县重
点发生的病虫害的防治措施，有效地提高了专、兼职检疫员
的整体素质。其次将培训的专、兼职检疫员分成四组由他们
亲自担任培训教师奔赴我县的各个重点乡镇和重点村，对林
农、果农进行现场讲解，使他们掌握常见病虫害的识别方法
和防治措施，提高了林农、果农的技术水平，起到了以点带
面的作用，一年来共培训专、兼职检疫员20人，培训林农、
果农达1800人次，为森防检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二、搞好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确保森林植物的安全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是搞好防治的基础，是确保森林植物安全
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对这项工作我们明确专人负责，分别在
常宁乡、柏树乡、北水泉镇各建立了一个林果病虫测报点，
对全县常发病虫害进行调查监测，对越冬前的虫口基数进行
了样方调查，由技术人员负责各种数据、虫情、病情的搜集，
预测预报病虫害的宏观趋势并提供准确的基础信息，分析最
佳防治时期，确定防治措施，并编写印发虫情简报，发送到
全县各乡镇，指导果农、林农搞好病虫害防治，把森林病虫
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达到有虫不成灾的目的。

根据市林业局关于加强草地螟监测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我
站于六月份组织实施了草地螟在林区的调查检测工作，并协
同植保站搞好技术指导。

三、加强森防法律法规宣传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林防总[20__]18号和省森防站(_森
防字[20__]5号及市森防站下发关于开展“森防宣传月”活动
的通知精神，我站于7月份组织了森防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共
进行普法宣传6次，技术培训3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张，
为扩大宣传面，我们还在“_县森防网”开辟宣传栏目，上传



了宣传视频供大家分享学习。通过宣传，提高了全县人民对
森防工作的认识，同时也提过了森防工作的社会地位。

为了使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真正见到实效，在搞好病虫害测报
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制定防治方案，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督促检查防治方案的执行，落实防治措施，为果
农、林农排忧解难，提供全方位服务，有条件上网的我们也
使用网络进行远程指导。

五、搞好产地和调运检疫，加强检疫管理，严厉打击逃避检
疫非法调运行为

为防止危险性病虫害的蔓延，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
和赋予的职权，我们不定期地对调运木材、苗木等林产品的
车辆进行了抽查。对非法调运苗木及木材的车辆进行了严肃
处理，并补检，签发了检疫证，同时向他们讲解了非法调运
的危害性，使调运检疫逐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六、切实加强美国白蛾的防控工作，严防美国白蛾传入我县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美国白蛾防治
工作的通知》及省、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美国白蛾防
治工作的通知》。提高了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加强美国白蛾疫情监测工作。按照与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_县20__年度美国白蛾监控方案》的通知，各
乡(镇)都成立了美国白蛾防控领导小组，落实了防控责任，
加大了监测力度，制定了上报制度。

八月十六日接到市美国白蛾调查的紧急通知后，我们意识到
美国白蛾对我县的威胁日趋严重。尽管是在与北京相邻的怀
来县东花园发现的，但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张家口已经出
现美国白蛾，发生地已逐渐逼近我县。为此，我们及时组织
本站技术人员深入到全县重点监测点，进行督导检查，重新
明确了检测任务，要求各监测点查防员必须恪尽职守，树立



高度的责任心。同时，我们协同各检测点查防员进行了一次
摸底调查，重点调查了交通道路和村镇周边的树木，到目前
为止，未在我县境内发现美国白蛾。

在监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大检疫执法力度，严防美国
白蛾入侵，保护我县生态安全。

今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上级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
差距，明年我们要更加努力，开拓进取，为我县林业的健康
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七、20__年工作计划

(一)、继续搞好科技培训。在森防检疫工作现阶段，原有的
防治、检疫措施和技术环节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为此，
我们从明年开始将下大力狠抓科技培训，重点培训我县常发
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委派专兼职检疫员深入各乡镇重点林区、
果区进行现场培训与指导。

(二)、加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结
合我县的实际情况，设立病虫测报点，明确专人负责，认真
调查并收集相关信息，对全县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及时准确地
进行预测预报，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三)、以专兼职检疫员为依托，成立病虫害防治专业队，对
全县病虫害的预防和除治工作进行全面指导，按照“四率”
指标，严格目标管理，圆满完成省、市核定的指标任务。

(四)、加强美国白蛾和红脂大小蠹的防控监测工作。两虫已
分别在周边县怀来和涿鹿被发现，如果蔓延，将造成不可估
量的经济损失，对造林绿化成果的破坏将是致命的，对我们
来说，20_年的防控任务将非常艰巨，这也是我们森防工作的
重中之重，也需要广大林业干部职工的积极配合。



(五)、加强检疫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逃避检疫非法调运行为。
从明年开始，我们将不定期地对各种林木、果品等调运行为
进行突击检查，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调运行为，进一步抓好检
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的检疫封锁，重点作好防范美国白蛾、
红脂大小蠹等重要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入侵，加强检疫封
锁，严格市场检疫管理，促进森检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2023年梨园病虫害及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病虫害防治
年度工作总结汇总篇五

为深入宣传贯彻《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普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知识，依法推进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工作，我市于20__年7月1日至31日在全市范围内积极组
织开展了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法治植保”为主题的
《条例》宣传月活动。

一、专题培训宣传

7月23—24日组织举办了全市《条例》暨植物检疫月宣传培训
班，特邀省植保检疫和农药管理总站、省农科院专家，以
《条例》、《红火蚁监测及防控新技术》和《草地贪夜蛾的
识别及防治技术》为重点进行了专题培训。各区、县(市)也
结合当前病虫发生情况，举办了植保信息技术培训、草地贪
夜蛾现场会等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宣传月期间，全市共开展
培训班8期，参加人员1279名。

二、主题集中宣传

利用新闻报纸、滚动电子屏、微信及农民信箱等形式广泛开
展宣传，创新宣传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宣传月期间，全市
共播放新闻5条，通过杭州农业农村、萧山农业农村、余杭三
农等10个公众号平台推送《条例》解读文章，播放《植物检
疫是农业生产安全的保护伞》、《红火蚁防控》等农业植物
检疫宣传系列动画，总点击量超1500人次。



三、重点区域宣传

依托“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走访，突出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花卉市场、农资经营门店等重点区域的区位优势，通过发放
宣传材料、摆放展板、专家答疑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
《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普及农作物病虫害
科学防治、农药安全使用等技术，现场解答群众问题。宣传
月期间，全市组织现场咨询活动7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提高了全社会对《条例》及植保检疫工作的认知度。

四、特色活动纷呈

各地创新活动形式，集成优势资源，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活
动。富阳区组织开展“926工匠日”杯植保工职业技能竞赛，
旨在选拔农业高技能人才，通过推动科学防控、绿色防治，
更好地推进植保人才队伍建设。萧山区植检人员结合产地检
疫和种子种苗执法检查开展上门宣传，走访了杭州郑氏蔬菜
专业合作社、介丰园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农业基地，检查
植物疫情，发放《条例》手册及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