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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操作规程

为了规范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行为，保障服务双方合法权益，制定本规程。

1 总则

本规程是指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合作社、公司等）在为种植业生产者提

供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病虫草害承包防治服务时，在组织建设、合同签订、病虫防治、风险化

解、接受监督、维护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农业生态环境安

全等方面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2 服务组织要求

2.1 组织备案

凡在湖南省境内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的个人、机构或单位，都应当在工商、

民政和经管等相关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后，应到当地县级植保植检机构申请备案。

2.2 申请授权

符合《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

可经当地县级植保植检机构向省级植保植检机构申请使用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

务组织标志。获得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标志使用授权许可后，服务组织应在办公场所悬挂《湖

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标志使用授权书》原件，并遵守《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服务公约》（附件 1）。

2.3 设立服务站

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应制定发展规划，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服务区域设立区域服务站，并

向当地县级植保植检机构申请使用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区域服务站标志。

经授权许可后，区域服务站应悬挂《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区域服务站标

志使用授权书》原件，履行农民培训、组建机防队伍、合同签订、服务费收取、病虫防治、防效

检查等职责。

2.4 组建机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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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服务站应当按照服务规模组建相应的机防队伍。机防队员人员要求：年龄为 18周岁以上，身

体健康，接受植保专门机构或“阳光工程”等专业培训，具备安全高效用药技能及良好职业道德，

经考核合格，核发资格证书。

2.5 购买保险

服务组织在起始阶段应与机防队员协商共同出资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实现赢利后应为机防

队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为区域服务站长购买养老保险。服务组织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农业

保险的法律法规，提倡服务组织代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向保险公司提供真实完整的投保分户清

单，化解干旱、洪涝、暴发性病虫害等灾害带来的风险。

3 宣传培训

服务组织应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专业化统防统治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并联合县级植保部门，通过区域服务站逐乡逐村开展农民培训工作，使得更多的农民了解专业化

统防统治的形式、内容和好处，自愿参与。农民培训以村为单位进行，力求整村农户接受服务，

确保服务农田集中连片。

4 签订合同

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必须遵照自愿互利原则，签订服务合同（附件 2），规

范双方行为，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4.1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当地作物病虫防治的用药成本、施药工资、管理费用、机械折旧等因

素，经服务组织和农民充分协商、相互认可。同时，为避免服务组织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必要

时县级植保植检机构可对本县域的收费标准进行指导协调。

4.2 防效标准

专业化统防统治承包田的病虫危害损失率不应高于 5%。

4.3 赔偿标准

服务组织因防治失误造成产量损失的，超过 5%的损失部分应当赔偿，一般以当年该县域当季

平均单产作为产量赔偿基数标准。

5 病虫防治

鼓励服务组织采用农业、物理和生物等综合治理技术措施防控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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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防控方案制定

服务组织应主动与县级植保植检机构会商，根据农作物生育期、靶标病虫的发生情况制定防

控方案，并在农业植保部门备案后实施。

5.2 防控物资准备

5.2.1 防控药剂

专业化服务组织应优先选择使用高效、低毒、环保型药剂，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使用限用农药，提倡直接从具有合法资质的农药生产企业“一站式”采购大包装

农药。

5.2.2 施药机械

推广使用担（框）架式机动喷雾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风送式喷雾机、航空飞行器及其他

劳动强度低、施药质量好、作业效率高的施药机械。

5.3 开展防治服务

5.3.1 启动防控方案

根据县级植保植检机构发布的《病虫情报》，制定具体防控方案，适时启动病虫防治服务。

5.3.2 防治作业告知

5.3.2.1 区域服务站提前通知服务对象做好管水、施肥等农事措施，确保病虫防治效果。

5.3.2.2 建议服务对象到达病虫防治现场，监督机防队员施药。

5.3.3 防治作业要求

5.3.3.1 施药防治应遵守《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NY/T 1276-2007）；严格按照每种农药在

作物上允许的用药量、用药次数、最大允许残留量和安全间隔期（GB/T8321.1-9）进行施药；需

要使用两种以上农药的，必须现配现用，严禁使用超期预混农药和隐性成分。

5.3.3.2 防治作业前，应检查施药机械的压力部件、控制部件，并对机械行走速度、喷幅、流量、

压力等因子进行校准，确保符合作业要求。

5.3.4 建立防治档案

对田间病虫防控情况包括时间、天气、生育期、田块、防治对象、技术措施、施药人员、药

剂品种、用药量、机械等应进行详细记录，以便分析原因、厘清责任。

5.3.5 防治效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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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药特性于施药后 3～7天内，检查是否发生作物药害，分别调查病虫草害防治效果，确

定是否采取补治补救措施。

5.4 安全要求

5.4.1 施药人员安全

施药现场要求两人以上，施药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具，具备一定的急救技能，置备急救药

品，并有适宜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重大意外伤害，即时就医。

5.4.2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严格按照农药安全间隔期施药，农产品农药残留不超标，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5.4.3 环境安全

近蜜蜂、家蚕养殖区不使用对其敏感的农药；农药包装回收利用，废弃物集中无害化处理；

不在水源处冲洗施药机械，冲洗废水应远离居住场所、水源及作物。

6 纠纷处理

在病虫防治过程中，如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发生了病虫危害损失、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植保事

故矛盾纠纷，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原则，妥善加以解决。

6.1 协商处理

如纠纷不大，双方可自行协商或依靠当地基层组织调解。

6.2 协调处理

如当事双方分歧较大，无法协商解决的，应尽早向县级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受理中心报告，

按照《湖南省植保事故现场鉴定办法》规定申请植保事故鉴定，相关部门在接到申请后五个工作

日内应组织专家鉴定小组到田间进行实地调查或勘察，分析原因，评估损失，出具鉴定意见。县

级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当事双方依据专家鉴定小组意见进行协调、仲裁。

6.3 上诉处理

县级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调不成的，当事方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7 技术术语

7.1 专业化统防统治

本规程所称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指具有植物保护技能的服务组织，采用先进的

装备和技术，对农作物病虫害实行安全高效的统一预防与治理的契约化承包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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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

指通过相关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并报当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植保植检机构备案，开

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的服务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

8 引用和参考资料

GB/T8321.1-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

《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湖南省植保事故现场鉴定办法》

编写单位：湖南省植保植检站、桃江县植保植检站

编写人员：唐会联、胡立冬、陈越华、尹惠平、丁朝辉、李耀明、陈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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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公约

根据《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共同制订与遵守如下公约：

1．主动热情。耐心向群众宣传解释接受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的意义和好处，主

动热情为农民提供相关服务，努力满足群众的需求。

2．诚实守信。严格坚持“诚信为本”的服务理念，公正与农民签订服务合同，不欺骗和坑害农

民。

3．优质服务。严格按照“高效安全”防控原则，及时提供病虫防治服务，保证不误农时，保证

服务质量。

4．优化装备。选用施药质量好、作业效率高、劳动强度小的施药机械，施药人员配用优良防

护用品。

5．科学防控。严格遵守《科学安全使用农药准则》和绿色防控技术要求制定防控方案，绝不

使用禁限农药和不合格农药，确保达到“四安”和“四无”防控目标。

6．合理收费。严格按照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防控作业工作量和物化成本，合理确定服务价格，

不随意增加服务费用，不向群众索拿卡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7．化解风险。严格管理服务路径接点与细节，明确各方责权利，及时购买政策性与商业性保险。

8．服务规范。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认真制订并严格遵守各类服务规范，

坚持文明作业，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9．接受监督。自觉接受农业植保部门技术指导与管理及广大农户和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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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稻病虫草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承包服务合同书（样本）

甲方： 合作社（公司）

乙方： 乡（镇） 村 组，服务对象：

丙方： 乡（镇） 服务站 站长

为解决水稻种植者病虫防治难等问题，践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和“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安全高效防控病虫草害，降低生产成本和农药残留，减轻环境污染，确保粮食丰

收，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协商，特签订 年度水稻病虫草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承包服务合同。

一、乙方以有偿服务形式将以下稻田病虫草害防治工作交由甲方承包，面积和防治服务费用

如下：

类型 丘块名称 品种
实际面积

(667㎡/亩)

收费标准（元/亩） 金额

（元）防控物资费 施药工资等 合计

双季稻

一季稻

合计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二、服务内容及形式：甲方对本合同第一款约定的乙方水稻丘块面积实施从移栽到收割前的

常见病虫草害（即二化螟、大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纹枯病、杂草）全程承包防治

有偿服务。

三、收费标准及缴费时限：早晚双季稻全年收取服务费 元/亩，一季稻收取服务费 元/亩。

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当年 月 日前交清服务费，如未按时交清全部服务费，该合同自动终止。

四、甲方责任：甲方确保对本合同第一、二条款约定的服务丘块和内容开展病虫草害统防统

治服务，保证使用高效、低毒、环保型农药，确保防治效果，并保证上述常见病虫草害损失率控

制在 5%以下。另外，甲方对服务丘块的稻瘟病、稻曲病每季提供一次预防药剂，但不承担稻瘟病、

稻曲病造成的损失赔偿，免费提供一次晚稻秧田和一次一季稻秧田用药。

五、乙方责任：乙方须如实申报被承包丘块的实际面积，不足 1分按 1分计算；按照甲方要

求选用抗性品种、搞好种子消毒、科学施肥管水，按防治要求及时灌、排水；施药后 3天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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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如防治效果不达标，应迅速通知甲方。乙方不得干扰甲方的防治安排，尊重甲方的防

治决策权。

六、丙方责任：丙方为甲方设立的区域服务站，承担本合同承包田块的施药防治，代为甲方

收取乙方交纳的防治服务费。

七、产量损失赔偿标准：如因上述病虫防治不当造成产量损失，超过 5%的损失部分应当赔偿，

但平均单产参照标准最高不超过早稻 公斤/亩、晚稻 公斤/亩、一季稻 公斤/亩。

八、产量损失赔偿程序：如因甲方病虫防治不当造成产量损失超标，乙方须在收割前 15天内

提出书面赔偿要求，赔偿金额经县级或县级以上植保事故专家鉴定委员会组织专家现场鉴定后，

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仲裁确定。

九、责任免除：以下原因造成的水稻产量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1．检疫性、突发性、暴发性病虫害，难以准确预测、及时防控的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如南方

黑条矮缩病、细条病、稻瘟病、稻曲病、粘虫、小球菌核病等病虫害）。

2．因洪涝、干旱、冷害、污染、中毒、倒伏及品种、施肥、管水等非病虫害因素所致减产。

3．乙方虚报承包面积（即乙方实际被服务面积大于合同承包面积），或未按第五款要求做好

相关农事管理而造成的损失。

十、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签字、收款后生效，合同有效期至当年 11月

30日。

以上合同条款，各方共同遵守，如有纠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申请有关部门裁决。

甲方（签章）： 联系人： 系电话：

乙方（签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丙方（签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