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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 2025 年度水稻植保专业化服务奖补方案

为贯彻落实《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创新植保专业化服务模

式，提升服务能力，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展，实现科学

用药增效，现就奉贤区 2025 年度水稻植保专业化服务奖补细则提出

如下实施方案。

一、奖补对象

为本区水稻规模化经营粮田提供植保专业化服务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组织。

二、申报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银行账户

独立），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有可从事植物保护或病虫害防治等内容；

并由区级以上农业植保部门在“全国农药械管理系统”注册备案的

组织；

2、服务对象为本区范围内水稻规模种植（面积≥100 亩）的农

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

3、具备与作业能力相匹配的高效植保机械和配药设施，日作业

能力 1000 亩以上，对外服务面积不少于 3000 亩；

4、办公场所固定，并具有基本的办公设施；

5、具备存放施药机械的仓库和农药仓库；

6、服务队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90%以上，其中获得国家植保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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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初级职称资格（植物保护专业）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1 名。

三、服务及管理要求

（一）管理措施

1、具有健全的人员管理、服务合同管理、财务管理、田间作业

和档案记录等管理制度，并全年上墙，悬挂整齐醒目。

2、具有与植保专业化服务相适应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

和农药安全使用操作办法。

3、当年度防治服务结束后，服务组织应及时将植保专业化服务

相关工作台账整理汇总由各镇级（街道）农业部门初审后，于 10 月

底前上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二）防治药剂

1、防治药剂由服务组织按照区植保部门的病虫情报和防治技术

意见，统一入库管理，并如实登记入库、出库台账。

2、及时、规范提供防治服务，不得私自添加药剂或使用违禁药

剂，统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3、无药害、人畜中毒、环境污染等事故发生。

（三）服务要求

1、开展植保专业化服务前，服务组织应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

议，以转账形式合理收取服务费，收取费用应开具发票并入账。实

行合同管理，明确各自的责、权、利。

2、若服务对象因播期较晚等原因自愿放弃前期单次防治，服务

组织必须先向镇（街道）植保部门书面报备，经区、镇（街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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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门现场会诊确认后方可签订“单次放弃防治承诺书”；全程防治

期间，服务对象自愿放弃防治次数不得超过一次，否者该服务面积

将不纳入当年度专项补贴范围。

（四）融合示范

服务组织自身建立 100 亩以上绿色统防核心区，将绿色防控技

术融入专业化防治服务；开展农艺措施、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科

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融合示范，辐射带动服务对象开展绿色防控。

（五）档案管理

建立田间服务档案等，详细记录服务对象、服务时间、地点、

内容以及使用农药的名称、用量、生产企业等信息同时提供作业轨

迹；并在“植保植检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填报作业数据。相关工作

台账归档并保存 3 年以上。

（六）作业能力优秀（加分项）

1、服务组织（有农药经营许可证）统一采购防治药剂并开展水

稻病虫害全程植保专业化服务；

2、跨区域（乡镇）作业面积≥1000 亩以上；

3、具有应急防控预案和应急防控物资储备（农药、机械等），

在重大病虫害突发时能配合农业主管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防控作业。

四、奖补标准

对符合奖补要求的专业化防治组织，区财政给予水稻绿色防

服务最高 80 元/亩考核奖补。

五、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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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防后补”的原则，先由服务组织提出申请，经镇级（街

道）农业部门初审后统一集中向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申报，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审核准入；通过审核的服务组织，适期开展预申报

面积的专业化防治服务；防治服务束后，区级农业部门牵头组建区

镇联合检查组并进行考核打分、满意度测评；在区、镇两级农业部

门完成“区级财政补贴明细”公示后，绿色农业推进办向区农业农

村委提交拨款申请，区农业农村委批复后直接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统

防组织。

六、资金使用

服务组织必须建立二级专账，会计核算：奖补资金使用须以转

账形式支付，主要应用于服务组织开展病虫情调查、技术交流、专

题培训、药械设备、设备折旧、防治劳防用品、药械燃料、人员及

药械保险、绿色防控材料、统防劳务费等费用。

七、资金监管

区、镇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对统防统治扶持资金的指导与监管，

落实监管责任，同时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 年 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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