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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在哪里？说到这个话
题，人们马上会列举不少增产的办法：研发优
良品种，提高粮食单产；开发闲置耕地，扩大
种植面积……总之，多数人都会从“增”字着
眼考虑粮食增产。

“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就等于增产。”长
期致力于减灾研究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茂松
却有着不同的思维，他从“减”字入手思考起
了增产的大课题。

李茂松尖锐地指出了我国粮食继续增产中
面临的困境，“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
增产，但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粮食产量的
增速却在趋缓，增幅也趋于变小，增产的难度
将会越来越大。”

而与此同时，在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
的双重作用下，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农业灾害

频发，造成损失不断增加。近几年来，我国每
年都有多种灾害并发，大片区域受灾。

据农业减灾专家初步估计，如果加强农业
减灾工作，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在五年内可
使每年因灾损失粮食降低 3% ～ 5% ，就等于
增加粮食生产能力 130 ～ 500 亿斤。假设一个
人每天需吃 1 斤粮食，那么这些粮食就能供全
国人民吃上 2 ～ 4 天。

“依靠科技，减轻农业灾害损失是大有可
为的。”李茂松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努力，我
国农业减灾科技人员研发了一批针对性强、效
果显著的农业减灾实用技术。比如，采用洪水
再生稻技术，可减少洪涝灾害当季 40% 以上
损失；采用膜侧抗逆栽培技术，防御季节性干
旱，能够减少因旱损失 10% 以上；通过适时
早播避灾技术，使其安全度过伏旱，能保证丘
陵山区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采用人工消雹

技术，可减少雹灾损失 80% 以上；喷施抗低
温助长剂可有效减轻低温冷害。

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的减灾能力还很薄
弱，干旱、洪涝、低温冻害、高温热害、风
雹、超强台风等灾害性极端事件的不确定性增
加，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据介
绍，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成适应农业现代化
建设需要的农业综合减灾体系，农业减灾力量
分散于多部门、多区域，国家农业减灾规划仍
未制定。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也很薄弱，减灾所
需要的生产资料、救灾器械、工程机械等物质
储备总量不足，配置不合理；灾害信息的获
取、传输、加工、存储、调度等信息系统亟待
完备；监测、预警、评估、风险管理、应急编
制等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农业减灾专业技术人
才极为匮乏。

“防大灾、抗大灾，减灾就是增产。”专

家建议，应树立“减灾就是增产”的科学理
念，从制度建设、技术储备、科技创新能力等
多方面全面推进“防、抗、避、减、救”的农
业减灾体系建设。尽快建立国家农业综合减灾
调度指挥系统，组织编制农业减灾规划，完善
各类重大农业灾害的应急预案。加快建设农业
减灾科技创新体系，成立国家农业减灾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区域技术创新中心，系统研究农
业灾害的发生规律、致灾机理和防治途径，开
展农业灾害的监测、预警、评估、风险管理等
关键技术研究，研制面向农业生产实际，有效
减轻干旱、洪涝、低温、风雹等重大农业自然
灾害的实用技术。

“做尽‘加’法、做绝‘减’法”。通过
以“减”促“增”，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
的农业产量损失，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各种农作物间作套种
面积迅速扩大，复种指数逐年提高，致使农作物病虫草害的发
生与危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造成农药施用量与施用面积成倍
增加，有效天敌遭到杀伤，生态受到破坏，无公害产品相对减
少，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胁。因此，科学合理使用农
药，降低农药的负面影响，对农业增产增收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然而，面对农作物病虫的猖獗危害，很多农民感到无奈。
唯一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农药，“有虫打三遍，无虫三遍打”。
乱打农药、乱用农药的现象普遍存在。但这又与当前提倡的
“绿色、安全、环保食品”的观念背道而驰，让很多农民陷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

对付农作物病虫害不能单一依靠使用化学农药，而要大力
推广应用农业的、物理的、生物的、化学的等综合防控技术措
施，要采取预防为主，实施源头治理，如采用抗病良种、推广
控制氮肥，增施钾肥技术，同时加强田间水分和栽培管理，这
样可以恶化和铲除田间病虫草鼠的生存环境降低农作物病虫害
的发生基数、发生频率和发生程度。

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同时又避免或降低农药
的负面影响呢？

1 、要注意防治指标，在植保部门的指导下用药。
要注意防治指标，做到适期防治，不要一见到病、虫就喷

药。在作物生长期间，随时都可见到少数病斑和害虫，应根据
有害生物的发育期及作物生长进度和农药品种，在植保部门的
指导下用药。一见到田间有病虫危害就施药防治往往是大可不
必的。因为每一种病虫草害，都要达到一定的防治指标，才有
必要用药剂防治。达不到防治指标，说明不必要用药剂防治，
即使用药也可采取挑治的办法，尽量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降
低成本就是增加效益。

2 、要按国家使用农药的规定用药。
不可在蔬菜、水果、茶叶等作物上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有的农民安全意识差，错误地认为毒性高效果就好，把严禁在
果蔬及食用植物上使用的农药用于这些作物，而造成人畜中毒

的恶果。因此使用农药一定要按国家颁布的《农药安全使用规
定》、《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管理条例》等法规执
行。严禁高毒高残农药在蔬菜、瓜果、茶叶上使用，切不可随
意扩大使用范围和改变使用方法。

3 、要科学合理混用农药，遵循农药混用原则。
农药合理混合使用，具有防治多种病虫害、提高防效、节

省劳力等优点。但农药不能随意混用，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的
效果，还会引起作物药害和病害加重。农药混用要遵循以下原
则：一是混合后不发生不良的物理化学变化。对遇碱性物质分
解失效的农药，不能与碱性农药混用，可湿性粉剂不能与乳剂
农药混用；二是混合后对作物无不良影响；三是混合后不能降
低药效；四是混合后使用不会增加成本。现实中，有的农民盲
目的认为多加几种农药效果会更好。因此，把几种药甚至是相
同的几种药(同一成分不同名称)加在一起使用。在调查中，本
市八台镇有个别农药甚至把 10 多种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
混合在一个喷雾器中使用。这样，既加大了成本，又没有提高
药效，弄不好还会产生药害。

4 、要交替轮换用药防止抗性产生。
长期单一使用一种农药，病虫就会产生抗药性，造成防效

下降。因此，不要发现某种农药效果好，就长期使用。即使发
现防效下降，也不更换品种，而采用加大剂量的方法，结果药
量越加越大，病虫抗性越来越强；继而再加大药量，造成恶性
循环。要注意因地、因时、因病虫制宜，农户可根据防治对象
选几种不同剂型和杀虫机理不同的农药交替轮换使用，有条件
的地方要实行统一防治。

5 、要按农药配比科学用药不要任意加大使用剂量。
各类农药使用时均需按商品使用说明书推荐量使用。在农

药配制上，许多农户不相信推荐剂量，随意加大用药浓度，有
的简单从事，配药不用量具，数量不准。有的剂量超倍数使
用，形成买药嫌贵，用药浪费的怪现象。结果不仅浪费严重，
且会导致作物产生药害，使病虫的抗药性增强。因此，要严格
按照农药配制标准进行配比，大力推广应用超低容量喷雾技
术。

6 、选择国家登记的正规药。
选择国家登记的正规药，不要贪图便宜或只看包装表面说

明，用那些无登记、无成分、无厂址的三无产品。什么农药最
贵？天达有机硅提醒您：其实假农药最贵。打不死虫、治不好
病、灭不了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费钱费工，耽
误农时，给农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用正规药、进口药
的人才是聪明人。

对 于 爱 “ 啃 老 ” 的 子 女 ， 经 济 宽
裕 的 家 庭 是 他 们 的 提 款 机 ， 经 济 不 宽
裕的家庭是他们的榨汁机。

专 家 认 为 — ——

“农业减灾”等于“粮食增产”
本报记者 段新勇

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降低农药负面影响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目前在有关会议上表示，保险业必
须紧密结合行业实际，努力使“三农”保险发展迈上一个新台
阶，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全面的保险业务。

一是一小额保险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要积
极发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保单通俗、核保理赔简单的小额
保险产品，使保险真正惠及农民和低收入群体。要以农村小额
保险为突破口，带动农村以外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计
划生育保险、外出务工保险以及农房保险发展，逐步扩大“三
农”保险覆盖面。

二是认真巩固和总结推广农业保险试点经验，建立健全政
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要继续探索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等多
种管理方式和经营模式，坚持诚信和规范经营，高质量地做好
理赔等各项服务，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运行机制，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惠农强农政策
落实到实处。

三是积极研究和探索，推动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
散机制。通过政策优惠、超额损失再保险、巨灾保险基金等方
式，鼓励保险公司逐步开展巨灾保险业务，逐步建立风险共担
的巨灾风险保障机制。

(据新华社电)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

大力发展“三农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