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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新型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在分析湖南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后，指

出了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新型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标任务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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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stablish a new plant protection social service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Hunan plant protection social service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the target
and strategies were pointed out for establishing a new plant protection soci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aracters of covering
whole process, integrated matching, convenience and high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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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在三年内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

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

服务机构，这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指标性要求。而植保社会化服

务体系是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之

一。通过建立新型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双层

经营中“统”的功能，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新型植

保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

全、农业生态安全的有效保障；有利于提升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利

于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

结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 发展现状

1.1 组织形式
现阶段湖南省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两部分

组成。一是具有政府公共职能的各级植保植检站或

中心。二是市场化的生产经营性服务组织，包括农

药生产经营者、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植保技术协

会、公司+植保协会+农户等几种形式。
1.2 地位和作用

具有公益职能的县以上植保植检站占有主体

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担负着区域性病、虫害的预测

预报，组织开展大面积病虫害应急防治、新技术新

产品示范及对各种植保服务公司和人员进行培训

的任务。各种专业化防治服务合作组织是基础，植

保服务化龙头企业是骨干，农药生产或经营者和农

业金融组织是补充，他们担负着对广大农民进行农

药（械）经销服务、病虫专业防治服务、病虫防治技

术指导服务、小额贷款的作用。
1.3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从近年湖南省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运行的情

况来看，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组织机构不健全。全省植保植检机构设置比较

杂乱，很大一部分市、县采取挂靠农技中心或与农

业行政执法机关合署办公的方式，没有独立执法主

体资格和独立财务。二是保障机制脆弱。各地植保植

检工作经费投入普遍不足，甚至部分地区没有列入

财政预算，工资福利待遇和下乡补助难以得到保障，

有些地方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险至今没有解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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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影响了植保人员的工作热忱。三是队伍素质有待

提高。植保社会化服务面向农业，点多面广，工作量

大，但配备的人员却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全省县以

上植保植检站 5 人以下的占 50%以上，乡镇一级基

本没有专职植保员。湖南省县级及以上植保人员共

1 136 人，却担负着近 86 666 km2 农作物病虫害的

监测与预报工作，摊到每人高达 76 km2。此外，较普

遍地存在着“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的现象，人

员年龄老化严重，后备力量不足。人员配备知识结

构不合理，专业不对口，培训机制不健全，因而很难

适应植保新形势要求。四是运行机制不适应。湖南

省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由于还处在一种边摸索边

推广阶段，有的服务组织运行机制还不成熟，管理

还不到位，服务水平还不高。五是服务方式不全面。
体现在专业化服务太单一，没有表现出“覆盖全程、
综合配套”的特点。

2 发展目标

发展的总体目标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构

建起政府公共性植物保护机构为主导，各种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科研、教育、专业化生产经营性

服务组织和涉农企业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新型植

保社会化服务体系。
2.1 政府公共性服务植保机构的发展目标

用 2～3 a 时间，建立完善植保服务机构，重点

是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植物保护站，形成以省级

为中心、县级为骨干、乡镇级为基础的农业有害生

物预警与控制体系、重大病虫监控应急防治体系、
完善的农药安全保障体系和农资监管体系。
2.2 专业化生产经营性服务组织的发展

目标
逐步建立以全程承包为主的病虫专业防治服

务为主导，农药（械）经销服务、植保技术指导服务

为补充的生产经营性服务体制，重点培育专业化防

治服务龙头企业，拓展专业化防治服务的范围，提

供育苗、移栽、田间管理、收割等一系列全程配套、
便捷高效的服务。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降低

专业化防治风险。创新农业金融服务机制，引导各

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为专业化防治组织和

农资经营服务商提供小额融资。

3 对策建议

要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

型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模式，明确职能、
理顺体制、精干队伍、创新机制、强化服务。
3.1 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发挥植保公共服务

的主体作用
把组建和完善植保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任务，要实行主要领导亲自过

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植保部门组织的领导机制。
通过加强组织协调，争取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为植保社会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行政支持。要明确

工作职责，建立预警机制，加强监测预报，对重大农

作物病虫灾害及时组织防治，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限度。
3.2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植保公益性服务

体系
植保公益性的服务体系是植保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核心和主体，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

生产发展、农民满意、服务人员积极性提高的原则，

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服务模式。必须对

现有植保服务模式进行创新，全面推广县级主管部

门派出制。推行县级主管部门派出制，明确乡镇级

植保人员和植保资产由县级植保机构管理。二是要

配足岗位落实经费。要改革用人制度，把具有服务

意识、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选

拔到植保公共服务的岗位上来，积极探索植保技术

人员“有进有出、进出有序”的机制。要在确保县市

本级农业财政预算经费逐年增加基础上，足额落实

上级项目经费，不断提高植保人员的工资及待遇水

平，解决培训经费、新技术试验经费和科技示范推

广经费。三是要健全管理体制。完善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把各级植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加强对植保

服务人员管理，建立绩效激励机制和动态管理机

制，科学确定服务项目和资金补助标准，签订好服

务合同，严格考核考评。四是要加强乡镇综合站建

设。搞好农业公益性科技服务必须把乡镇综合站建

设好，做到服务人员有住房、办公有地点、培训有场

所、试验示范有基地、推广有设备。五是要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将植保服务人员单一的包乡、联村服务

方式，逐渐转变成实行抓示范区，办培训班等多手

段多途径服务，努力提高全程化、全方位服务能力。
3.3 大力扶持生产经营性服务组织的发展
3.3.1 争取政策扶持 抓住中央增加对农业投入

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增加对植保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扩大植保药械补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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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核对工作；明确各相关部门的人员的职责权

限。（2）种子销售、经营的会计控制方面：种子企业

的特殊性决定种子销售季节性强，风险也大，所以

在经营上企业应建立风险评估制度，以了解企业内

部和外部的风险，在充分了解各种风险后采取积极

应对措施。同时，种子企业的销售对象基本为农民和

农技站等，现金交易的情况十分普遍，为防止销售舞

弊现象，应将销售和收款环节进行内部会计控制，施

行销售、发货、收款的业务部门分立，明确职责，杜绝

由一个部门办理销售和收款业务的全部过程。大金

额和特殊情况低价销售业务实行集体决策。
第二个层次是事后监督，即在会计部门常规性

的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对其岗位、业务进行日常性

和周期性的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定

期进行考核，以便员工按照规定的标准正确处理各

项业务，实现预定目标。要以营业收入、成本费用、
现金流量为重点，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并对预算结

果及时进行分析，对预算差异进行控制。

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纪律检查

部门为基础，成立一个直接归上级主管单位管理并

独立于被审计部门的审计委员会，减少和消除人为

控制因素，确保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实施。
2.4 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通过风险的预警、识别、评估、分析、报告等措

施，对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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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贴标准。争取把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治保险和专

业化防治人员生产安全保险列入农业保险补贴范

围。积极申报专业化防治项目，建立病虫专业化统

防统治专项补贴资金，逐步加大对专业化防治组

织，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专项扶持。
3.3.2 加大宣传培训，营造发展氛围 充分利用广

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病虫专业化防

治服务的重要意义，通过现场推进，群众观摩，防效

评估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自觉自愿的参加病虫专

业化服务。加强对专业化组织培训，提高专业化组

织的服务水平。开展相关法律培训及新政策宣传活

动，增强专业化服务组织人员的法制意识。开展有

关病虫害防治知识，植保器械使用及维修等相关知

识培训，提高农民的技能素质。
3.3.3 抓好示范带动 把建设好病虫防治示范区

作为推动湖南省植保社会化服务工作的有效载体，

通过示范区建设，辐射带动周边更多农民按农业技

术部门的要求做好病虫防治工作，并吸纳更多农民

自主自愿接受合作组织的服务。同时借助粮食高产

增效创建项目，推动病虫专业化防治工作，要将每

个项目点建设成为病虫专业化防治的样板区，形成

千亩、万亩示范区，扩大病虫专业化服务的影响度。
3.3.4 规范运作机制 制度化管理县、乡、村级植

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到有服务标牌、有服务基地、

有防治示范区，有防治规章制度和信息档案。村级

专业防治组织做到有专业防治人员、有先进植保器

械、有防治信息档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

合作社章程、财务管理制度、财产管理制度、日常工

作制度等切实维护服务和被服务双方的利益。建立

监督机制，对病虫专业化服务的过程和行为进行监

督指导，规范服务行为，确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健全防效认定机制，对病虫害防治过程

中出现的效果进行评估。
3.3.5 拓展服务内容 病虫专业化防治季节性强，

服务期短，全年经济收益低。为此，要积极引导植保

社会化服务组织拓展服务范围、服务内容，要以病

虫专业化服务为依托，延伸服务链，结合水稻育秧、
机插服务，向开展栽培管理、病虫防治等综合性服

务拓展，提高服务组织效益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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