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 蔬菜绿色防控
技术实施方案(实用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
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篇一

为有效控制蔬菜主要病虫害，兼顾数量、质量安全，特制订
本方案。

蔬菜主要病虫防治处置率达到90%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到60%，总体防治效果达到85%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
在10%以内。全生育期化学农药使用次数下降2-3次。蔬菜产
品农药残留不超标，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标
准。

针对蔬菜病虫害发生特点，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原
则，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科学植保”理念为引领，保
证产品质量安全，采取以“病虫基数控制、部分害虫诱杀、
植物免疫诱导、安全药剂防治、高效药械应用”五大综合技
术全程防控策略，将病虫为害损失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

病害：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灰霉病、白粉病、疫病、病
毒病、炭疽病、根结线虫病、十字花科根肿病等。

害虫：粉虱、蚜虫、斑潜蝇、叶蝉、蓟马、叶螨、菜青虫、
小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豆荚螟等。

针对高山、二高山、低山不同栽培模式的蔬菜全生育期主要



病虫害，重点推广以下绿色防控技术。

1.病虫系统监测。根据蔬菜病虫调查规范，出苗后或定植开
始每5—7天调查一次病虫发生情况，明确主控及兼防对象。
根据调查结果和防治指标，确定防治最佳施药时间，选择用
药品种。

2.病虫基数控制技术。

选用适合当地栽培的抗病蔬菜品种。播前采用种子、苗床土
壤处理，降低种子、土壤带菌，减少苗期土传病害的发生;设
施蔬菜休闲期，利用覆盖薄膜高温闷棚和石灰氮、灭线磷等
药剂处理土壤或在植保部门指导下引进物理电杀线虫技术;定
植前进行药剂熏棚以及设施农业病害防治机控病等技术，杀
灭棚内病菌，降低病虫基数，减轻全生育期病虫害防控压力。

3.应用免疫诱导产品。免疫诱导是提高作物免疫力，优化作
物农艺性状，增强抗病抗逆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蔬菜各生育
阶段分别使用5%氨基寡糖素、0.136%赤吲乙芸苔素、低温等
离子油等3-4次，也可以引进一些新的诱抗剂如几丁聚糖、s-
诱抗素等，促进缓苗，提高植物免疫力，优化生长势，提高
坐果率，减少病害发生，改善品质、提高产量。

4.害虫诱杀、阻隔技术。

设施蔬菜：一是推广色板诱虫技术。利用黄板诱杀设施内的
蚜虫、粉虱、斑潜蝇，蓝板诱杀蓟马，控制虫害及病毒病。
每亩悬挂诱虫板40张，全生育期更换4-5次。二是推广使用防
虫网。在棚室入口和通风口设置30-40目的防虫网，阻隔外来
迁入害虫。防虫网覆盖之前用20%异丙威烟剂进行熏棚消毒。

5.优化农药品种，推广生物防治技术。根据病虫发生程度，
在必须采用药剂防治时，优先选用高效低毒、剂型先进的农
药品种，示范推广新型生物农药如枯草芽孢杆菌、哈茨木霉



菌等，并轮换交替使用，降低病虫抗药性风险。同时积极推
广使用生物农药，如多抗霉素防治白粉病、灰霉病、猝倒病、
黄瓜霜霉病和番茄晚疫病;农用链霉素防治黄瓜细菌性角斑病。

露地蔬菜主要推广应用生物制剂防治，减少化学农药。在害
虫点片发生或盛发初期施药，选用植物源或微生物源杀虫、
杀螨剂。粉虱类可选用矿物油、球孢白僵菌和乙基多杀菌素
等药剂;害螨类可选用矿物油、藜芦碱、浏阳霉素等药剂;蚜
虫类可选用藜芦碱、鱼藤酮、除虫菊素、苦参碱等药剂;蓟马
类可选用乙基多杀菌素、多杀菌素等药剂。对十字花科根肿
病采取土壤酸度调节，轮作进行控制。

6.合理使用农药助剂。使用农药助剂有利于农药有效成分的
分散，药效发挥或延长药效，也有利于病虫接触或吸收农药
有效成分等，从而提高防治效果，降低农药使用量，减少农
药残留。试验示范激键、有机硅、安融乐等一些技术成熟的
助剂，达到减量控害，提质增效的目的。

7.应用高效施药技术。选用高效施药器械，大棚推广热力烟
雾机和静电喷雾技术，露地大田试用无人机提高农药利用率，
减少施药量，提高效率，减轻病害发生程度，降低农药残留。

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篇二

按照全省植保工作重点任务要求，抓好不同栽培方式的绿色
防控示范区建设，推广成熟的绿色实用技术，扩大示范效应，
全面提升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推进高质量发展。特制
定本技术方案，请各地因地制宜抓好落实。

蔬菜主要病虫防治处置率达到90%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到45%以上，总体防治效果达到85%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
制在10%以内。全生育期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减少2-3次，蔬菜
产品农药残留不超标，产品质量有保障。



针对蔬菜害虫发生特点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原则，
采取“实时监测，提前预防、压前控后，多措并举”，以
及“节本增效、可持续防控”策略，以健康栽培、物理隔离
和生态调控等减少病虫基数技术为基础，推广“病虫基数控
制、部分害虫诱杀、植物免疫诱导、安全药剂防治、高效药
械应用”五大综合技术全程防控，有效控制病虫为害。

以设施蔬菜为主，兼顾露地蔬菜。

病害：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灰霉病、白粉病、疫病、病
毒病、根结线虫病、十字花科根肿病等；部分设施内黄瓜靶
斑病。

豇豆锈病、炭疽病；芹菜斑枯病、叶斑病、软腐病等。

害虫：粉虱、蚜虫、斑潜蝇、叶蝉、蓟马、叶螨、菜青虫、
小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豆荚螟、韭蛆等。

针对不同栽培模式的蔬菜全生育期主要病虫害，重点推广以
下绿色防控技术。

（一）病虫系统监测

根据蔬菜病虫调查规范，出苗后或定植开始每5-7天调查一次
病虫发生情况，明确主控及兼防对象。根据调查结果和防治
指标，确定防治最佳施药时间，选择用药品种。

（二）病虫基数控制技术

选用适合当地栽培的抗病蔬菜品种。彻底清洁田园，育苗及
播种前采用种子、苗床土壤处理，降低种子、土壤带菌，减
少苗期土传病害的发生；设施蔬菜休闲期，利用覆盖薄膜高
温闷棚和石灰氮、灭线磷等药剂处理土壤或在植保部门指导
下积极引进示范药剂土壤熏蒸技术，处理后增施有益菌肥。



韭菜种植区，可采用“日晒高温覆膜法”防治韭蛆。在4月底
至9月中旬，选择太阳光线强烈的天气（光强度超
过55000lux），早8点左右，用厚度0.10～0.12毫米的浅蓝色
无滴膜覆盖（覆膜前1～2天割除韭菜），覆膜后四周用土壤
压盖严实，膜四周尽量超出田块边缘50厘米左右。待膜内土
壤5厘米深处温度达到40℃，且持续超过3小时，即可揭开薄
膜降温避免对根伤害。揭膜后待土壤温度降低后及时大水漫
灌，促进缓苗。

（三）健身栽培+免疫诱导产品

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菌肥；移栽未携带病虫的健壮种苗；合理
肥水、合理密植和产量负载；地面覆膜控制湿度等；施用氨
基寡糖类、蛋白质免疫诱抗剂等，提升植株抗病虫能力。在
蔬菜各生育阶段分别使用5%氨基寡糖素、0.136%赤·吲
乙·芸苔素、低温等离子油等3-4次，也可以引进一些新的诱
抗剂如几丁聚糖、s-诱抗素等，促进缓苗，提高植物免疫力，
优化生长势，提高坐果率，减少病害发生，改善品质、提高
产量。

（四）板网联用控虫技术

设施蔬菜：一是推广使用防虫网。在棚室入口和通风口设
置30-40目的防虫网，阻隔外来迁入害虫。防虫网覆盖之前
用20%异丙威烟剂进行熏棚消毒。二是推广色板诱虫技术。利
用黄板诱杀设施内的蚜虫、粉虱、斑潜蝇，蓝板诱杀蓟马，
控制虫害及病毒病。每亩悬挂诱虫板40张，全生育期更换4-5
次。二者联用，可以大大提高防效，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推
广应用。

（五）强化生物防治技术

密切关注病虫发生动态，在必须采用药剂防治时，优先选用
高效低毒、剂型先进的农药品种，示范推广新型生物农药如



枯草芽孢杆菌、哈茨木霉菌、多抗霉素等，并轮换交替使用，
降低病虫抗药性风险。可重点引进以虫治虫生物防治技术，
适时适量释放生物天敌。

粉虱类可以试验推广丽蚜小蜂、津川钝绥螨、烟盲蝽等天敌。
释放技术：定植前15—20天，烟盲蝽按0.5—1头/m2在苗床预
防性释放1次；定植后7—10天，监测发现害虫即可释放天敌。
丽蚜小蜂按2000—4000头/亩，见虫即放。隔7—10天释放一
次，连续释放3—5次；或叶部撒施津川钝绥螨100—200头/m2，
每周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

螨类可以试验释放智利小植绥螨、加州新小绥螨、胡瓜新小
绥螨、巴氏新小绥螨。释放技术：定植10—15天后，监测发
现害螨即可释放捕食螨。叶部撒施智利小植绥螨5—10头/m2，
点片发生时中心株释放30头/m2，每2周释放一次，释放3次。
或叶部撒施加州新小绥螨300—500头/m2，每周释放一次，连
续释放3—5次，或释放巴氏新小绥螨、胡瓜新小绥螨中的一
种，释放方法同加州新小绥螨。

鳞翅目：小菜蛾、甜菜夜蛾、棉铃虫、斜纹夜蛾等。可以释
放赤眼蜂类、半闭弯尾姬蜂。释放技术：定植7—10天后，监
测发现害虫即可释放天敌。赤眼蜂类按20000头/亩，或半闭
弯尾姬蜂按150—300头/亩，隔10—2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
放1—3次。

当释放天敌不能够控制设施内害虫时，优先使用生物农药进
行防治，使用前需确定生物农药与天敌的兼容性，降低其对
天敌的影响。粉虱类可选用矿物油、球孢白僵菌、藜芦碱、
等药剂；害螨类可选用矿物油、苦参碱等药剂；蚜虫类可选
用除虫菊素、虫菊·苦参碱、苦参碱、鱼藤酮、金龟子绿僵
菌等药剂；蓟马类可选用多杀霉素、球孢白僵菌、金龟子绿
僵菌等药剂；鳞翅目害虫可选用短稳杆菌、苏云金杆菌、印
楝素、核型多角体病毒等药剂。



有条件的地市，可以引进试验示范设施作物熊蜂授粉试验，
可减少化学激素污染，提高植株抗逆性，增加产量，改善产
品品质。

露地蔬菜主要推广应用生物制剂防治，减少化学农药。在害
虫点片发生或盛发初期施药，选用植物源或微生物源杀虫、
杀螨剂。药剂品种选择同上。

（六）合理使用农药助剂

使用农药助剂有利于农药有效成分的分散，药效发挥或延长
药效，也有利于病虫接触或吸收农药有效成分等，从而提高
防治效果，降低农药使用量，减少农药残留。各地可以结合
当实际，试验示范激键、有机硅、安融乐等一些技术成熟的
助剂，达到减量控害，提质增效的目的。

（七）应用高效施药技术

选用高效施药器械，全面推广热力烟雾机和静电喷雾技术，
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施药量，降低棚内湿度，减轻病害发
生程度，降低农药残留。

全国和省级示范县每个示范县购置热力烟雾机，并引进静电
喷雾器械，达到核心示范区高效施药器械全覆盖。

各地要切实做好病虫监测，及时发布情报；多措并举，建立
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积极开展技术宣传，扩大示范效
果，推动绿色防控工作开展，工作进展情况请及时向省站汇
总反馈。

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篇三

为全面提升我区蔬菜绿色发展水平，根据《关于抓好2022年
蔬菜生产工作的通知》（沪农委〔2022〕16号）和《上海市



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创建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沪农委〔2021〕56号）的有关要求，结合乡村振兴重点任
务和我区蔬菜生产实际情况，现就推进我区蔬菜绿色标准化
生产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通过项目实施，建立蔬菜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实
现蔬菜生产基地“两减两提”目标（减少化学农药用量、减
少化学肥料用量、提高蔬菜品质、提升土壤质量），确保地
产蔬菜特别是绿叶菜稳定供应和质量安全。

推广土壤保育技术、绿色防控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蔬菜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建设，具体内容如
下：

（一）推广土壤保育改良与修复技术。推广2400亩，每亩补
贴500元,通过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微生物肥料增施增
效技术提高土壤质量，降低化学肥料用量，对土壤环境改良
和修复。

（二）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光诱、食诱、性诱及防虫
网“四诱一网”等绿色防控技术，建设蔬菜绿色防控示范基
地3000亩，按照核心示范基地面积，每亩不高于补贴300元。

（三）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喷滴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
推广应用多种类型的水溶性肥料，实现精准施肥、提高肥料
养分利用率，推广实施2280亩，每亩补贴不高于350元。

（四）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广蔬菜废弃物好氧堆肥技
术，促进资源化利用，实现蔬菜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0%。
对蔬菜合作社相关设施改造和设备购置，按实际投入补贴每
家不超过40万元。

（五）打造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建设。按照产地环境良好、
经营主体诚信、品种面积保证、栽培模式生态、档案记录齐



全、产品质量安全、产销对接顺畅的要求，推进绿叶菜规模
化生产核心基地建设，常年绿叶菜播种面积不低于70%，实施
面积4000亩，每亩补贴500元。

根据年度蔬菜生产任务清单的要求，由区农业农村委遴选出
符合条件的蔬菜生产基地，实施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
实施基地及计划任务详见年度《嘉定区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
计划任务清单》。

1.加强技术指导。按照市农业技术部门制定的相应技术规范
和产品目录开展现场技术指导。落实好各项关键技术，帮助
实施主体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确保技术措施到位，并做好相
关数据的汇总、审核和上报工作。各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技
术规范开展相关工作。

2.强化监督考核。由区农业农村委下达指导性任务，各实施
主体按照计划内容逐项实施并将相关工作进度信息及时通
过“神农口袋”上传市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区、镇农业
管理部门要加强项目过程性检查、指导，确保专款专用。对
有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行为的实施基地，取消补贴资金，并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鼓励各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增加镇级财
政投入。

3.做好宣传引导。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总结典型经验，
树立一批示范样板，引导各蔬菜生产基地积极主动实施各项
技术措施，促进全区蔬菜绿色生产、土壤质量提升。

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篇四

为提高我市蔬菜重大病虫防控水平和能力，减少农药使用量
及农药残留，保障蔬菜生产、生态环境和产品质量安全，做
好2020年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制订本方案。

一、



蔬菜主要病虫害防控处置率90%以上，病害虫害总体防治效
果80%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8%以内，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
达到50%以上，实现蔬菜农药使用量负增长，提升蔬菜品质。

虫害：黄曲条跳甲、小菜蛾、瓜蓟马、瓜实蝇、豆荚螟、斜
纹夜蛾、菜蚜、烟粉虱、斑潜蝇等。

病害：霜霉病、白粉病（瓜类白粉病和豆类白粉病）、疫病、
软腐病、炭疽病、枯萎病等。

（一）农业防治技术

1.选用抗（耐）病品种。选用抗逆性、抗病性强的瓜菜类品
种，淘汰种植多年和易感病、抗逆性弱的品种。

2.深翻晒垄。种植前2-3周深翻晒垄，或前茬收获后撒施生石
灰并深翻暴晒，减少病虫源。

3.培育壮苗。采用防虫网、育苗盘或营养杯培育无病健康苗。

4.加强肥水管理。起高畦种植，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腐熟
有机肥作基肥，增施磷、钾肥，补充微肥，喷施氨基寡糖素、
芸苔素内酯等，促进植株生长，增强抗病虫能力。

5.清洁田园。蔬菜生长期间，及时摘除受病虫为害的叶片、
果实，或拔除病虫株；蔬菜收获后，及时清理残株败叶及杂
草，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烧毁，切断病虫传播途径和减少重
复感染。

6.轮作倒茬。瓜果类、叶菜类和葱蒜类等不同蔬菜种类实行
轮作倒茬或粮菜轮作、水旱轮作，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效
抑制小菜蛾、黄曲条跳甲、青枯病、枯萎病和线虫等病虫害
发生。



（二）物理防治技术

1.杀虫灯诱杀。利用害虫趋光性，使用杀虫灯诱杀小菜蛾、
斜纹夜蛾、甜菜夜蛾、豆荚螟、金龟子等。每15亩地设置1盏
太阳能杀虫灯，4月底至10月底开灯，每晚开灯时间为8点至
凌晨2点。

2.色板诱杀。利用害虫趋黄或趋蓝的习性，田间悬挂黄色粘
板诱杀黄曲条跳甲、蚜虫、烟粉虱和斑潜蝇等，悬挂蓝色粘
板诱杀蓟马。每亩悬挂20-30张，粘板下沿高于蔬菜顶
部5-10cm为宜。

3.糖醋液诱杀。利用害虫的趋化性，用糖醋液混杀虫剂诱杀
小地老虎、金龟子和其它鳞翅目类害虫。

4.防虫网防护。在茄果类、瓜类、豆类蔬菜的育苗期，叶菜
类蔬菜整生育期使用防虫网，可有效阻隔鳞翅目害虫、烟粉
虱、蚜虫、斑潜蝇等为害，减少病毒病等病害发生，提高瓜
（菜）苗存活率。防虫网还具有调节田间温湿度、遮强光等
作用。

5.套袋防护。瓜实蝇为害严重的地区或名贵瓜果品种，在瓜
果刚谢花、花瓣萎缩时，采用套袋护瓜办法，可有效阻止实
蝇等害虫产卵为害。

（三）性信息素诱杀技术

在成虫羽化期间，田间放置诱捕器，使用性引诱剂诱杀瓜实
蝇、斜纹夜蛾、甜菜夜蛾、小菜蛾。选用持效期较长（约1个
月）的诱芯，每亩放置5个，放置高度以诱捕器底端距地
面50-80cm为宜。大面积长期使用，效果更好。

（四）安全科学用药技术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适时、适量和交替轮换用药，
禁止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以及毒死蜱等长残留期农药。配药
时添加农用助剂，可改善药液附着、展布和渗透能力，提高
防效和减少农药用量。使用先进植保机械，实施精准施药。
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保证农产品采收上市时农药残留
不超标。

1.地下害虫/土传病害。用含噻虫嗪、吡虫啉等有效成份的种
衣剂可防控烟粉虱、蚜虫、蓟马等刺吸式害虫和地老虎、蛴
螬、金针虫等地下害虫，用含咯菌腈和精甲霜灵等有效成份
的种衣剂可防控猝倒病、根腐病等土传性病害。

2.小菜蛾。幼虫孵化高峰期施药防治，可选用氯虫苯甲酰胺、
乙基多杀菌素、茚虫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苏云金
杆菌制剂、甜菜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
毒等药剂喷雾，兼治蚜虫、斜纹夜蛾、甜菜夜蛾、菜青虫、
斑潜蝇、黄守瓜等害虫。

3.黄曲条跳甲。防治幼虫可用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拌种处理，用30%氯虫·噻虫嗪悬浮剂作喷淋或灌根处理。防
治成虫可用溴氰虫酰胺、呋虫胺、啶虫脒、哒螨灵等药剂喷
杀，施药时间以早上7-8时或下午5-6时为宜，此时成虫出土
后活动性较差，药效好。

4.蓟马。在为害始盛期用乙基多杀菌素、溴氰虫酰胺、虫螨
腈、噻虫嗪等药剂喷杀，重点喷施花朵、豆荚及嫩梢生长点
位置。防治花蓟马，施药时间以早上花开未谢（早上9点前）
为宜。

5.豆荚螟。从始花期开始施药，每隔5-7天施药1次，重点喷
施花蕾和豆荚，可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苯甲酰
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等药剂。

6.烟粉虱。在为害始盛期喷药防治，可选用噻虫胺、氟啶虫



胺腈、螺虫乙酯和溴氰虫酰胺等药剂，注意喷湿叶片正、反
面。

7.霜霉病、疫病、炭疽病、蔓枯病、锈病、白粉病、叶斑病、
猝倒病等真菌性病害。发病初期及时喷药防治，可选用代森
锰锌、吡唑醚菌酯、氟噻唑吡乙酮、嘧菌酯等药剂，隔7-10
天施药一次，一般连续喷2-3次。

8.细菌性叶斑病、角斑病、软腐病等细菌性病害。发病初期
及时喷药防治，可选用春雷霉素、噻唑锌、噻菌铜、氢氧化
铜等药剂，隔7-10天施药一次，一般连续喷2-3次。

防控技术方案第九版篇五

根据《关于推进本市蔬菜生产保护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沪
农委〔2020〕8号）和《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
发青浦区2020年蔬菜绿色高质量发展暨绿色标准生产实施方
案的通知》（青农委〔2020〕72号）文件精神，练塘镇作为
蔬菜保护镇，率先启动蔬菜保护镇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结合
练塘镇蔬菜产业生产实际，特制定《2021年练塘镇蔬菜保护
镇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请参照执行。具体方案如下：

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布局和要素结合，基
本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种植、机械化生产、社会化服务、
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基本做到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产地环境更加清洁美丽、生态系统稳定可持续、绿色供给能
力明显提升，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到新水平。

坚持规划引领，形成蔬菜保护镇整体规划（2021—2025年）；
坚持绿色生产导向，稳定蔬菜种植面积，面积不滑坡，保障
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逐
年减少4%以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和农膜回收率达到100%，
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60%，绿色产品认证率达到80%，蔬菜绿



色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绿叶菜生产基地机械化率达到60%；引
导蔬菜基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基地比例力争达到80%。

练塘镇蔬菜保护镇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推进保护镇编制农
业专项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和品种结构，加大农业设施装备
建设，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等。

（一）编制蔬菜保护镇专项规划

落实《上海市成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上海市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结合绿色田园工程和蔬
菜生产保护镇建设，加快蔬菜产业高质量，启动编制练塘蔬
菜保护镇专项规划（2021—2025）。

（二）培育壮大蔬菜龙头企业

加强优势资源配置，做大做强蔬菜龙头企业。培育茭白产业
龙头企业1家，建设万亩茭白绿色生产示范园，通过项目专项
扶持，补短板强弱项，建立可观可看的示范点1个以上，探索
和完善蔬菜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三）提升蔬菜设施装备建设水平

聚焦茭白绿色高效生产和减肥减药，继续实施茭白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集成“两诱一布一花”绿色防控技术
体系，重点打造茭白绿色防控核心基地3400亩，实现茭白核
心基地绿色防控覆盖率100%。

（四）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能力

以“种植业管理系统”为抓手，优化蔬菜生产管理“一张
图”，实现精准管控和查询。推进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
技术在蔬菜生产经营上的示范应用，推进“一库”建设，通
过数据资源等服务，为生产、管理、消费者提供精准信息服



务，初步实现绿色认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在线化动
态监管。

练塘蔬菜保护镇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工作补助资金为300万元。
按照“任务+项目清单”，具体资金使用方向见附表1。

（二）培育壮大蔬菜龙头企业。通过项目等资源配套，聚焦
重点龙头企业，以万亩茭白绿色生产示范园为重点，建
立“练塘茭白”种质资源专类圃1个30亩，茭白退水智能监测
与生态沟渠示范基地80亩。

1．建立茭白退水智能监测与生态沟渠示范基地

依托上海练塘叶绿茭白有限公司核心基地，实施茭白排水拦
截净化系统研究与应用示范，建立示范面积80亩，实现对茭
白排水污染物的快速净化，消减茭白田排放的面源污染负荷，
对退水实现远程智能监测。预算费用61.5万元，具体项目实
施方案见附件2。

2．建立“练塘茭白”种质资源专类圃

由上海练塘叶绿茭白公司负责筹建，建立核心区和扩繁区，
建设茭白种质资源圃30亩，保存和引进茭白品种10种。同时
根据茭白品种种质特性，开展温室栽培、遮阳网覆盖、增光
等栽培措施的研究。结合景观带等培植当地主栽特色水生蔬
菜品种“水八仙”。安排项目经费99.82万元，具体项目实施
方案见附件3。

（三）提升蔬菜设施装备建设水平

结合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市科技兴农项目成果
推广应用，继续推广“两诱一布一花”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
范体系，在万亩茭白核心区，培育上海练塘叶绿茭白有限公
司在绿色防控体系上的统防统治。购置物联网太阳能杀虫



灯58台、二化螟性诱剂3400套、园艺地布16000平米、蜜源植
物460kg，安排项目资金94.13万元，具体实施方案见附件4。

（四）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能力

开展蔬菜信息化智能化专题培训。对全镇3家绿叶菜蔬菜合作
社和40余家茭白合作社负责人、管理人员开展专题培训，主
要培训“种植业管理系统”操作，让数据采集更准确，为推
进蔬菜生产管理“一图、一库、一网”夯实基础。计划培训
人数130人次，安排资金预算1.75万元。

以上项目总资金为300万元。

实施期限：2021年6月—2021年11月。

进度安排：2021年6月—2021年7月：按照专项清单启动实施
保护镇专项规划。

2021年8—10月：落实任务，按照项目清单组织开展实施和安
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确保各项技术落实到位。

2021年11月：做好材料收集准备和项目总结，迎接项目验收。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分工。依据工作方案要求，由青
浦区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负责牵头，成立项目实施领导
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好具体项目，确
保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定期召开推进工作调度会，加强部门
间沟通和协作。

（二）加强指导，加强项目扶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
对不同区域、不同品种开展分类指导，体现区域特色。针对
不同基地蔬菜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难点，加强科技服务和技
术指导，支持申报市区科技项目，加大项目扶持和科技支撑，
提高蔬菜生产保护区科技应用水平。



（三）严格管理，强化监督考核。项目实施中涉及的招标、
设备和材料采购等由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组织实施。项
目资金使用按照每个子项目的3:4:3比例拨付，子项目实施前，
由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向区农业农村委申请，预拨付30%
资金至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或实施主体账户，子项目实
施中拨付40%，子项目完成后，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进行
考核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30%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