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火蚁报告程序(优质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红火蚁报告程序篇一

红火蚁是近年来传入我国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该虫食性杂、
习性凶猛、繁殖迅速、竞争力强，具有很强的攻击行为，对
农业、牲畜、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还损
坏公共设施、电子仪器等。目前，全国红火蚁疫情呈从南向
北逐渐蔓延扩散态势，截至今年四月，我省已有7个市，20个县
（市、区）发现红火蚁疫情。我县于xxxx年7月在鳌江梅源发
现红火蚁疫情，随后立即开展相关防控工作，目前当地发生
区域的红火蚁为害等级已从二级下降到一级。为有效控制红
火蚁疫情蔓延危害，进一步保障我县农林生产安全和社会公
众生产生活秩序，我县xxxx-xxxx年在全县开展红火蚁监测防
控，确保红火蚁疫情被及时发现和处置。

根据《xx省财政厅 xx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xxxx年第二批中
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通知》（浙财农〔xxxx〕52号）文件要
求，全县实施1000亩次以上的红火蚁监测防控，服务对象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1、开展农村地区红火蚁普查

以村为单位，通过科学投放红火蚁监测装置开展监测，重点
监测农田、园地、草地、绿化带等场所，同时兼顾居民区、
学校等其他场所。结合踏查，及时发现红火蚁疫情，为科学
开展防控提供基础。计划普查覆盖全县75%以上的村，根据每
村实际风险程度大小，投放1-6套装置（1套监测范围50亩左
右），实现全县农村地区50000亩左右的红火蚁监测普查。



2、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和人员培育

根据普查情况，对各村进行红火蚁发生风险分析，选取风险
较高3-5个镇，在其中2-3个村招募红火蚁监测调查志愿者，
监测该村红火蚁发生情况。在春秋季节组织疫情监测点监测
员和志愿者进行红火蚁监测装置使用培训，并进行现场投放
和回收指导，同时指导火腿肠简易诱集监测，积累监测经验。

3、开展科普宣传

结合全县农村地区红火蚁监测普查工作，向各个村农资店、
花卉苗木种植基地、村委会发放宣传海报，向村民发放宣传
折页。

4、实施疫情防控

对普查后发现的红火蚁疫情，若发生面积在20亩以内的，由
普查服务方直接开展应急防控；若超过20亩，则通过采购第
三方防控服务进行防控。

xxxx年省下达项目资金20、0万元（浙财农〔xxxx〕52号），
资金主要用于监测设备及配套服务的采购。用途如下：

监测设备及服务采购：通过“政采云”采购1111套红火蚁诱
集调查监测器（含装置投放-回收服务，180元/套），共需资
金约20、0万元。

由于监测普查结果的不可知性，防控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只
有监测普查完成后，才能根据发生面积预算防控金额，因此
调查发现的红火蚁的防控经费由县级财政安排防控资金。

1、提高思想认识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



实履行重大病虫害防控属地管理责任，充分认识红火蚁疫情
的严重危害性和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站在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和生物安全的高度，以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高度负责的
态度，强化落实部署，坚决打赢红火蚁疫情防控阻截战。

2、强化监测防控

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防控策略，采取有效措施发
现并处置红火蚁疫情，着力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和程度，
扑灭于新发之时。进一步健全红火蚁疫情监测预警体系，科
学布设监测点，加大调查力度，准确掌握红火蚁发生动态，
抓住春末夏初、秋季两个红火蚁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科学开
展防控工作。

3、开展宣传培训

大力宣传红火蚁识别、叮咬患部应急处置等基本常识，提高
发现疫情效率和速度，加强农技人员、农资经营人员、花木
场经营人员的技术培训指导，提高监测的覆盖率。

4、严格资金监管

为了确保红火蚁监测防控工作顺利推进和资金规范使用，县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全
面负责协调项目实施和技术指导工作，项目实施负责人付福
全，技术指导人梁世优、陈兰；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
指导、拨付，项目资金绩效考评和督查等工作。监测设备及
服务按有关要求实行政府统一采购。

红火蚁报告程序篇二

红火蚁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不仅危及
生态环境，更关乎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农业生产安全。2021
年10月15日，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指挥部与我市签订



了红火蚁防控责任书，将对我市红火蚁防控工作进行考核。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把红火蚁防控工作当做一
项保障群众权益的重点民生工作来抓，作出了一系列批示指
示。虽然经过多年的防控，但红火蚁繁殖能力强、防控任务
仍然艰巨，各县（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红火蚁防
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严峻性，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红火蚁的发生危害。

要针对前期防控的不足，切实加强红火蚁防控工作的组织领
导，精心部署、科学组织，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属
地实施”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
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控工作有序进行。推动有关责任部门协
调合作，密切配合，联防联控，共同做好红火蚁防控工作。
组织镇村做好辖区内的红火蚁防控工作，加强疫情监测，结
合实际制定红火蚁防控行动方案，组织专业防控人员，做好
扑杀工作，及时进行药效检查，查漏补缺，确保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利用库存的防控药剂，科学开展防控工作，确保现有的防控
药剂及时到镇到村到蚁巢。充分利用各级财政资金，结合实
际制定红火蚁防控资金使用方案，及时采购发放药剂，确保
各项资金如期完成支出。资金不足部分，由县（区）统筹安
排，落实资金保障。同时，要动员引导农业企业和群众自主
购买防控药剂，开展群防群控。

要成立督导检查组及时下沉基层，了解红火蚁防控工作动态，
指出乡镇红火蚁防控工作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重点关注红
火蚁防控点发生面积消减情况、防控技术培训指导工作情况、
资金落实情况等。针对不防、漏防或防控不到位、工作推进
不积极的乡镇要及时约谈、通报，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市红火蚁疫情防控办将对各县（区）红火蚁防控效果进行暗
访，对不重视、不作为、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县（区）进



行通报。

红火蚁报告程序篇三

红火蚁是全国农业、林业和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也是
全球公认的100种最危险入侵物种之一，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公共设施安全、生态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近年来，我区
红火蚁发生呈扩散蔓延趋势，为做好红火蚁的阻截防控工作，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现将有关事项如下：

红火蚁呈红褐色，为完全地栖型蚁巢的蚂蚁种类，一般在向
阳开阔地带、荒坡、草地、路边、花卉苗圃基地、水塘边、
公园绿地、长满杂草的田埂等较稳定的生态环境中筑巢。成
熟的红火蚁巢明显隆起呈山丘状，土堆高10～30厘米，直
径30～50厘米，内部呈蜂窝状，也有的为平铺的蜂窝状。红
火蚁具有强攻击性，当用一根小木棍插入蚁巢后，立即有大
量红火蚁蜂拥而出，用尾部毒针攻击入侵者。

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散步、玩耍等户外活动时，要看护好老
人和小孩，注意观察附近是否有红火蚁蚁巢，以便及时避开。
在园林绿化带、草地、田间、林区等红火蚁容易出现的地方
活动时不能赤脚，衣服鞋袜要放在蚁爬不到的地方，以免被
蜇伤。如发现红火蚁或蚁巢时，请勿触碰或用东西去拨弄，
应尽量远离，并立即向社区(主管部门或物业或村委)报告，
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在红火蚁出没处附近从事种植、绿化
等工作时，要注意穿戴上个人防护的雨靴和橡胶手套，并在
雨靴、手套和挖掘工具上涂抹滑石粉，以免红火蚁上爬咬伤
操作者。

红火蚁对人畜有极强的攻击性，一旦被红火蚁咬，会引起毒
性反应，轻者皮肤瘙痒起泡，重者则严重过敏反应，呼吸困
难甚至休克。被红火蚁蜇伤后一般皮肤会出现剧烈疼痛、搔
痒、红肿、起脓包等症状，如果不慎被红火蚁蜇伤，注意不
要抓挠被蜇部位，避免将脓包抓破，引起继发性感染。蜇伤



后出现症状程度较轻的可用清水或肥皂水清洗被叮咬部位或
者冷敷，可涂抹清凉油、类固醇药膏缓解或恢复。因个人体
质差异，如出现大面积红斑、皮疹或因多个部位被蜇伤而出
现头晕、心跳加快，说话模糊、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的，应
立即到医院就诊治疗。

区人民政府对红火蚁防控高度重视，正在全面开展红火蚁防
控各项工作，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配合，共同推进全区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同时请广大人民群众加强防范，一
旦发现疑似红火蚁疫情，及时报告(xx)。

红火蚁报告程序篇四

红火蚁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不仅危及
生态环境，更关乎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农业生产安全。20xx
年10月15日，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指挥部与我市签订
了红火蚁防控责任书，将对我市红火蚁防控工作进行考核。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把红火蚁防控工作当做一
项保障群众权益的重点民生工作来抓，作出了一系列批示指
示。虽然经过多年的防控，但红火蚁繁殖能力强、防控任务
仍然艰巨，各县（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红火蚁防
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严峻性，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红火蚁的发生危害。

要针对前期防控的不足，切实加强红火蚁防控工作的组织领
导，精心部署、科学组织，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属
地实施”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
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控工作有序进行。推动有关责任部门协
调合作，密切配合，联防联控，共同做好红火蚁防控工作。
组织镇村做好辖区内的红火蚁防控工作，加强疫情监测，结
合实际制定红火蚁防控行动方案，组织专业防控人员，做好
扑杀工作，及时进行药效检查，查漏补缺，确保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利用库存的防控药剂，科学开展防控工作，确保现有的防控
药剂及时到镇到村到蚁巢。充分利用各级财政资金，结合实
际制定红火蚁防控资金使用方案，及时采购发放药剂，确保
各项资金如期完成支出。资金不足部分，由县（区）统筹安
排，落实资金保障。同时，要动员引导农业企业和群众自主
购买防控药剂，开展群防群控。

要成立督导检查组及时下沉基层，了解红火蚁防控工作动态，
指出乡镇红火蚁防控工作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重点关注红
火蚁防控点发生面积消减情况、防控技术培训指导工作情况、
资金落实情况等。针对不防、漏防或防控不到位、工作推进
不积极的乡镇要及时约谈、通报，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市红火蚁疫情防控办将对各县（区）红火蚁防控效果进行暗
访，对不重视、不作为、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县（区）进
行通报。

红火蚁报告程序篇五

为有效控制和消除蚊虫、蟑螂、鼠类危害，预防传染病传播
与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巩固创卫成果，按照县
爱卫会《关于在全县开展以灭蚊灭蟑螂灭鼠为重点的除害防
病活动的通知》精神，我镇开展了以灭蚊灭蟑螂灭鼠为重点
的除害防病活动，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杨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除害防病活动，提供了必要的
工作条件，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在人力、物力和卫生消
杀经费上提供必要的支持，使本次灭蚊、灭蟑螂、灭鼠活动
取得切实成效。

充分利用健康教育板报、专栏等形式宣传蚊虫、蟑螂、鼠类
的危害，增强广大职工和群众的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
自觉参与到清除卫生死角、治理孳生物场所、药物杀蚊虫、



蟑螂、老鼠的除害防病活动中来。

按照县爱卫办要求，我镇从爱卫办购买了230公斤鼠药，统一
安排部署，分别发放到各个村、镇直各部门，运用科学方法，
积极进行投放，把除害防病的基础工作落到实处，保证工作
收到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