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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是江苏省出 口 蔬菜重要生产基地
,

生产

面积逾 时
,

年生产各类出口蔬菜近万吨
,

产值逾

仪旧万元
。

为确保蔬菜产品质量
,

满足进口国对蔬菜

农残的基本要求
,

树立常熟出口蔬菜的良好形象
,

年起常熟市植保植检站会同商检部门和生产单

位
,

在全省率先建设全方位农残监督体系
,

实行严格

的农残管理
,

农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 一 年

出口蔬菜 批
,

商检合格 批
,

合格率
。

具体做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

健全农药管理的组织机构

组建以出口加工企业 龙头 加生产基地或农户

为基本成员的生产联合体
,

农户必须具有生产规模和

管理能力
。

产品质量管理实行企业总经理责任制
,

企

业内部设立原料部和质监部
。

原料部负责生产规划和

管理
,

派出基地或区域负责人 管理代表 和巡视员
,

具体负责日常生产管理和田间作业
。

质监部负责农药

管理和农残监督
,

核定和发布农药使用范围
、

定期抽

检产品中农药残留
、

监督农药使用
、

收集整理相关农

残信息
、

跟踪和调查有关农药问题等
。

由于病虫发生

和防治的复杂性
,

每个基地和生产区选定一名植保员

与企业派出的巡视员一起
,

负责田间病虫调查和防治

指导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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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农药管理组织结构

建立有效的农药监督制度

制定和发布
“

农药使用范围核定表
”

通过官方

网站采集进口 国食品质量和监督机构发布的最新农

药残留标准
,

根据本地栽培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和农

药使用现状以及防治实践
,

筛选一批高效
、

低毒
、

低残

留和容易满足最高残留限量 标准的品种
,

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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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农药要求厂家或供应商提供相关毒理 试 验报

告和使用技术等资料
,

邀请行业专家论证并确认

年度出 口 蔬菜使用农药名单
,

由原料部制定和发

布
“

农药使用范围核定表
” ,

明确各类蔬菜上农药

使用要求和方法
。

农药的计划和采购 依据出 口蔬菜种植计划
、

病虫害发生趋势和预测
,

制订年度农药需求计划
,

统

一采购
、

统一调拨
、

统一保管
,

实行农药使用登记备案

和保管责任制度
。

根据进口 国
、

中国政府和进 口商要

求
,

选择可信度高的厂家和供应商
,

优选进 口 国生产

农药
,

避免使用复配剂
,

对所有采购农药须留样封存
,

经检测确定无其他化学成分后方可大面积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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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田 间施用和监督管理 根据田间病虫实际

发生情况
,

由植保员提出防治建议
,

与企业派出的巡

视员和管理代表共同制定防治方案
,

填报
“

农药喷洒

申请审核表
” ,

确定防治对象
、

使用时间
、

次数
、

方法和

注意事项
,

报原料部审核确认
,

由农药喷洒队统一

执行
。

农药喷洒或使用过程由巡视员全程监督
,

并如实

填报
“

农药喷洒记录表
” 。

所有病虫调查和农药使用过

程建立完善的备查档案
,

对周边环境的农药使用也进

行建档登记
,

田间施药做到规范操作
、

质量第一
、

安全

第一
,

防止农药交叉和环境污染
。

农药使用稽查
、

检测和信息反债追踪 质监部

负责对生产基地和半成品进行农残监测和调查
,

实行

风险分级管理
,

将进口国经常检出且较为关注的农残

种类列为常规检测种类
,

将进口商特别要求进行扩大

监测的种类作为特殊检测种类
,

将风险大或进口国
、

进 口商和商监部门极为关注或特殊事由需检测的农

药种类作为针对性检测种类
。

检测方法以进口国法定

官方认可的农药残留检测方法为准
,

一般是气相色谱

分析法
。

农药残留基准为进口国发布的农药残留基准

值
。

根据采收计划
, 一
搬在采吻淤挂颜检

,

样品送内控

实验室
,

将检测结果报质监部
,

由质监部负责追踪调

查
、

信息反馈
、

提出相应对策和措施
。

农残检测以自检

为主
、

外检为辅
,

必要时委托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 杭州 或江苏省质量检验检疫局进行

检测
。

严格的农残管理和准则

强化部门职责
,

实行责任追究 以保质量
、

保出

口为目标
,

将农残管理 目标层层分解到生产
、

管理各

部门
,

建立完善的生产
、

管理档案
,

明确人员的责任和

义务
,

形成部门
、

人员相互协调
、

相互配合
、

相互监督

的工作机制
。

严格操作规程
,

杜绝工作漏洞 按照生产和管

理要求
,

制定
“

农药喷洒申请
、

审核
、

实施程序
” 、

“

用药计划制定和实施程序
” 、 “

农药监测实施方

案
” 、 “

用药管理异常状况及应急措施
”

等多个实

施工作细则
,

建立操作
、

生产
、

管理 台帐
,

严格农

药使用和监督管理程序
,

堵塞工作漏洞
,

建立 系

统内信息反馈和应急
、

保护
、

处置制度
,

最大限度

地减少农残风险
。

坚持源头控制
,

有效规避风险 实行病虫综合

治理
,

充分发挥 自然生态的调控功能
,

推行栽前

翻耕
、

适期播种
、

换茬轮作
、

清茬灭 害等农艺措

施 采用防虫网
、

地膜覆盖
、

频振式杀虫灯和昆虫

信息素诱杀等物理防治手段 推广夏季休闲
、

高

温灌水灭虫
、

增施有机肥等措施
,

修复和改善土

壤微生态环境
,

提高作物抗逆力
,

减轻病虫发生

和为害
。

在病虫发生前期做好预防
,

遏制病虫害

蔓延 和扩展 一旦进人 盛发期
,

选择高效农药种

类
,

开展有效化学防治 严格农药操作规程
,

确保安

全间隔期 有机磷杀虫剂
、

杀菌剂
、

除草剂宜在蔬菜生

长前中期使用
,

中后期应选择低风险农药
,

尽量避免

农药混配使用
。

出口蔬菜生产区周边设 米农药使

用缓冲区
,

建立农户生产台帐
,

规范农药使用
,

必要时

进行干预和控制
,

防止外来农药或其他污染物通过流

水
、

空气进人生产区
。

信息

“

蔬菜根结线虫病
”

技术光盘简介
蔬菜根结线虫病为设施蔬菜毁灭性病害

,

极难防治
,

很多农民称它为蔬菜的
“

癌症
” ,

严重影响蔬菜的正常生产和产品的质

量安全
。

北京市农委
、

北京市科委设立专题项目支持技术攻关
,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

北京市大兴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和北

京瑞蕊农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将相关技术成果拍摄成科普光盘
,

由学苑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
,

隆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

《蔬菜的
“

癌症
”

—根结线虫病发生
、

危害与传播 》通过大量现场镜头
、

实物照片和动画演示等
,

系统展现线虫的为害特点
、

微观特征
、

发生规律
、

传播途径等
。

富有趣味的现场介绍
,

生动形象的专家讲解
,

可以帮助大家很好地认识蔬菜根结线虫病发生

危害规律和控制原理
,

以及
“

预防为主
,

综合防治
”

的防治策略
。

邮购价 元
。

《蔬菜的
“

癌症
’

—根结线虫病防治实用技术》系统地介绍了培育无病幼苗
、

棚室土壤消毒
、

抗线虫蔬菜品种的应用
、

嫁接

防病
、

药剂防治
、

种植诱集或者驱避植物等综合防治技术
。

通过大量田间操作镜头
,

结合技术人员和植保专家的现场讲解
,

帮助

大家直观地认识和掌握预防与控制蔬菜根结线虫病的多项技术措施
。

邮购价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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