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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null23 年 第 11 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11 豇豆与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 全国各地均有种植 据报道 人均年消费量超过 10 kg 豇豆是四川省最重要的豆类蔬菜作物 常年 播种面积约 4 万 hm 2 产量约 120 万 t 1 也是四川泡 菜的主要原料之一 近年来 全国各地豇豆农药残留 监测合格率偏低 禁用农药检出和常规农药残留超 标同时存在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笔者通过调研 重 点介绍了四川省豇豆农药残留治理现状 面临挑战 和对策建议 为各地解决豇豆农药残留问题 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保障豇豆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在确保粮 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 蔬菜 水果等各类食物有 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不行 近年来 人们的食物观念 和消费结构也在快速转变 我国居民蔬菜与谷物消 费量差距逐渐缩小 蔬菜人均占有量达 531 kg 蔬 菜质量安全水平逐步提高 2 豇豆是四川省广泛栽 培的大众化蔬菜之一 颇受消费者喜爱 是广大群众 餐桌上的 常客 和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 成员 豇豆食用方式多样 既可以作为初级农产品鲜食 也 可以加工为泡菜 小吃等食品 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上 豇豆正在以不断创新的食用方式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餐饮消费需求 四川省是豇豆种植大省 种植历史久远 农户基 本都有种植豇豆的经验 豇豆已成为农户农业生产 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种植范围广 但规 模小 在全省各地广泛栽培 播种范围在蔬菜中位居 前列 蔬菜种植户中播种豇豆的占比超过 50 以 小规模种植为主 种植方式主要有露地栽培 大棚种 植和间作等 据不完全统计 种植 0 07 hm 2 以上农 户仅占约 4 绝大部分农户种植目的是自种自食 和零星售卖 品种固定 总产稳定 以长豇豆 蔓生 型 种植为主 少部分农户种植矮短型豇豆 21 个市 州中除阿坝州 甘孜州分布较少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 均有种植 主要分布在川东北 川南和盆中地区 由 于管理水平不同 单产差异较大 一般情况下规模种 植户管理水平和产量更高 每公顷单产 18 75 60 00 t 产值 3 万 15 万元 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作 物之一 采收期短 供应周期长 可以周年生产 四 季上市 四川以夏季豇豆为主 采收期间隔短 3 7 d 采收 1 次 每季采收期超过 50 d 如管理较好可以 每天采摘 连续不断提供新鲜蔬菜 且可以在 8 10 条件下保存超过 3 个月 远超一般绿叶蔬菜 四川省豇豆农残问题治理现状与对策建议 杨淞杰 1 刘国军 2 曾 伟 3 邢 艳 4 杨志刚 5 黄玲芝 1 梅耀天 1 封传红 1 1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物保护站 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农业农村局 四川 绵阳 622650 3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植保植检站 四川 达州 635000 4 四川省广安市 植保植检站 四川 广安 638500 5 四川省乐山市植保植检站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 豇豆是重要的 菜篮子 产品 四川省是全国豇豆主产区之一 近年来 全国各地豇豆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时有发 生 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 限制了豇豆产业的健康发展 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调查 认清了促进豇豆安全生产的重要意 义 初步了解了全省豇豆农药残留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豇豆农残突出问题治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豇豆 农残治理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S436 43 X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 381X 2023 11 0109 04 收稿日期 2023 09 12 修回日期 2023 10 13 作者简介 杨淞杰 硕士 农艺师 主要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及科学防控技术推广工作 E mail 402879428 通讯作者 封传红 博士 推广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工作 E mail 501772574 109 nullnull23 年 第 11 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11 2 豇豆农残超标问题治理的主要做法 与成效 2null1 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农残治理水平总体向好 从调研走访情况来看 四川省植保系统积极响 应豇豆农残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严格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构建了从生产端到销 售端 三大体系 豇豆农残治理水平总体向好 2null1null1 层层开展技术指导 构建病虫防治指导体系 农业农村部门牵头 认真落实分片包干工作要 求 组织各级植保机构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行家 能手 层层组建病虫害防控工作指导组 以豇豆生产 大县为重点 督导病虫防治用药情况和农残突出问 题治理工作推进情况 充分发挥基层植保技术人员 和乡村植保员的作用 定期开展豇豆病虫调查 发布 豇豆病虫发生趋势预报和防治技术措施 指导蔬菜 种植大户 散户的豇豆病虫害防治技术 2null1null2 建强专业检测队伍 构建三级农残监测体系 全省各地不断改善农残检测基础条件 省市县 三级建有农药残留检测室 配备专业检测人员 具备 开展精确检测 快速检测定性能力 从任务分工来 看 省级主要负责抽检 送检和复检 市级承担定量 抽检 县级开展速检 基层检测能力正在提高 绵阳 市 三台县等部分市 县级检测能力已接近省级检测 水平 检测程序也逐步规范 如乐山市市中区探索形 成村抽样 镇速测 区抽检的产地初检规范 大大降 低了超标产品外溢风险 2null1null3 组建专项检查队伍 构建农药使用监督体系 强化农药经营环节监督管理 省市两级每年开 展农药供应质量监督抽查 由农药管理 综合执法 农药检测等相关机构相互配合 开展检打联动并追 踪溯源 聚焦豇豆用药产品质量 重点抽查违规添加 隐性成分以及查验假冒伪劣农药行为 确保农药供 应质量 加强农药使用量监测 全省布设农药使用量 监测点 5 000 个 3 把豇豆农药使用纳入重点监测 范围 为科学评价豇豆农药用量提供支撑 2null2 农药结构进一步优化 科学安全用药水平稳步 提高 农药管理条例 对生产者在农药使用范围 使用 方法和剂量 使用技术要求 安全间隔期等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 种植户处于农药链条中的最后一环 其安 全生产理念观念和法律意识对豇豆农残治理至关重 要 总体来看 近年来种植户的科学安全用药意识有 较大提高 科学安全用药的自觉性 主动性明显增强 2null2null1 法律法规观念普遍增强 通过走访座谈了解 种植户法治观念初步形成 都知道农药并非一般商品 有禁限用农药的规定 表 示非常支持全省开展豇豆农残突出问题治理工作 大部分农户初步了解农药安全间隔期事宜 经销商 业务培训覆盖率不断提高 大部分农药经销商参加 过 农药管理条例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 培训 农药经营门店统一粘贴禁限用农药清单 自觉 守法意识逐步增强 2null2null2 绿色防控技术广泛应用 各地农技推广机构大力推广农业防治 理化诱 控 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得到广大种植户认可 黄板 杀虫灯 性诱剂等绿色 防控产品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施用农药结构进一步 优化 豇豆生物农药品类逐步增加 金龟子绿僵菌 苏云金杆菌 苦参碱 核型多角体病毒 苦皮藤素 蛇 床子素等 10 余种生物农药得到应用 此外 还有一 些地区为控农残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实践 如遂宁市 绵阳市等多个市州在所辖县 市 区 建立了豇豆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成都彭州市开发了豇豆智慧 监管小程序 对豇豆种植户进行智慧监管 2null2null3 科学用药水平逐步提高 全省各地连续 3 年举办 百县千乡万户 科学安 全用药培训 每年举办培训约 2 000 场 培训指导超 过 50 万人次 将豇豆病虫识别防治技术纳入重要培 训内容 目前一些种植户已具备病虫识别和自主开 方能力 如乐山市夹江县甘霖村的个别种植户就表 示能识别豇豆病毒病 豆荚螟 蓟马等豇豆重大病虫 害 可以自行购买常规药剂进行及时防治 3 豇豆农残超标问题治理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要求用 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 罚 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豇豆等农产品农残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农残 超标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然 110 nullnull23 年 第 11 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11 而农药门店开 大处方 现象依然存在 个别种植户 无意间总是踩 红线 豇豆农药超标使用 超范围使 用现象屡禁不止 豇豆农残超标治理面临较大挑战 3null1 病虫害发生重 农药减量技术应用偏少 豇豆是常见的豆科植物之一 适合温暖湿润气 候 耐热性强 其生长条件也适合多数病虫害生存繁 殖 豇豆病虫害防控是广大种植户的 头疼 之事 3null1null1 病虫危害重 防控难度大 豇豆病虫害的种类多而杂 常发生的病虫害有 蓟马 蚜虫 豆荚螟 病毒病等病虫害 20 余种 重发 区域病田率 虫田率近 100 调查数据显示 本省 豇豆虫害以蓟马 烟粉虱和斑潜蝇等这类隐蔽性强 繁殖快 为害重的病虫为主 但虫害 病害等经常混 发 对防控技术要求高 因病虫防治困难 种植收益 市场预期减弱 农民种植意愿降低 3null1null2 花果同期 用药频率高 豇豆属于无限花序 边开花边结荚边采收 采摘 期间隔短 病虫害世代重叠严重 普遍存在重复用药 现象 有的种植户表示豇豆整个生育期要用药 10 次 以上 最频繁时每 3 7 d 用药 1 次 频繁用药易导致 抗药性升高问题 这是引起豇豆农药残留超标风险 主要原因之一 3null1null3 化防为主 农药用量大 目前 本省豇豆病虫害防治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防治使用农药商品多达 30 余种 虽然性诱剂 黄板 杀虫灯等技术已在部分地区应用 但防控效果差异 较大 应用范围较小 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豇豆主要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推荐的天敌控害 防虫网 阻隔 免疫诱抗等绿色防控技术尚未大面积推广应 用 各类减量化防治技术对于减少化学农药用量作 用有限 本省制定的 豇豆生产技术规程 并非强制 标准 仅有种植大户参照应用 豇豆实现大面积标准 化生产仍然任重道远 3null2 种植成本高 高投入高效益与高风险并存 豇豆属于经济作物 种植期间农业投入品较一 般粮食作物多 种植成本较高 经济收益高 投入产 出是种植户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生产收益多少 是多数生产者是否违规生产甚至违法经营的关键 3null2null1 绿色防治技术成本偏高 现有的绿色防控产品田间应用效果得到广泛认 可 豇豆种植中对绿色防控产品的需求较大 但普 遍反映价格偏高 且短期内难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 根据种植户介绍 化学防治单次每公顷成本为 1 500 2 250 元 绿色防控是化学防治成本的 1 5 2 0 倍以上 远超出可接受范围 因此 农户考虑收益 情况 对绿色防控技术想用却又不愿意用 廉价高效 的化学药剂仍是最优选择 3null2null2 生产安全意识差别较大 一些种植户 特别是散户 基于传统经验进行种 植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不够 往往存在事不关己 的心态 在追求经济效益与保证质量安全的矛盾中 部分种植户选择了利益至上 种植户在自食和对外 销售之间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自食部分看重安全 一般不施药 少施农药 农残超标风险小 外销部分 看重收益 一般见虫打药 甚至重复用药 农残超标 风险高 3null2null3 农资门店经营有待规范 农资门店几乎决定了大部分豇豆种植区的施药 方式 用药品种 用药强度等 从走访情况来看 大龄 种植户普遍缺乏豇豆病虫识别和科学防治能力 主 要依靠农资门店推荐用药 农资门店存在投入品销 售信息记录不完整 购销台账不清晰等不规范经营 情况 并且部分农资经营者也不会主动告知药剂注 意事项 信息传达的 断档 增加了农药滥用和超范 围使用风险 3null3 基层技术力量薄弱 过程监督和业务指导不够 基层农技人员是推广先进实用生产技术 落实国 家三农大政方针政策的重要力量 是联系政府与农户 的桥梁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 随着国家机关改革 的不断深化 近年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大量整合 专 技人员占比大幅降低 人员严重不足 对豇豆甚至整 个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由 精细 转向 粗放 3null3null1 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全省植保体系弱化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 已撤 销的植保机构短期内难以恢复 基层缺编少岗现象 比较普遍 近年来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变动频繁 老一 批农技人员即将到龄退休或在机构改革中调整岗 位 新到岗人员普遍经验不足 业务指导能力有待提 高 部分县 市 区 乡镇仅安排 1 人从事农业技术服 务 且负责植保 农经 农机 农技 市场监督等 10 余 111 nullnull23 年 第 11 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11 项工作 难以高质量完成病虫监测和防治技术指导 等工作 3null3null2 检测经费不足且执法困难 一般县级农产品检测经费不足 10 万元 蔬菜品 种几十个 难以做到样样俱全 农残检测普遍采用酶 抑制剂快速检测法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检测成本较 低 缺点是准确度不高 胶体金速测法优点是准确度 高 缺点是检测成本也高 每种成分的检测成本为 10 元 单次抽检样本至少检测 5 6 种成分 豇豆市 场流通快 流动小商贩多 监管难度较大 同时 即使 检测出农残超标的豇豆 生产主体多为小农户 经济 比较拮据 执法困难 存在罚与不罚的矛盾 3null3null3 技术指导难度较大 豇豆病虫害复杂多变 受地区小气候影响较大 区域间病虫害防治要求有较大差异 对基层农技人 员的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要求高 虽然各地举办了 技术培训 但培训效果有待提高 多位受访者明确表 示自己尽管参加了技术培训 但仍无法识别常规病 虫 也未掌握防治要点 部分年龄较大的种植户无法 按照培训要求独立完成生产管理台账档案的记录 加之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 有针对性地对豇 豆生产开展技术指导的难度较大 4 豇豆农残超标问题治理的对策建议 豇豆是重要的蔬菜作物之一 其安全生产事关 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事关农产品质量安 全 生态环境安全 豇豆农残超标治理是国家食用农 产品 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行动的重点之 一 近两年农业农村部和本省开展了专项治理 为进 一步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提出以下建议 4null1 加强法律法规宣贯和政策执行 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宣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 农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压实 地方人民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工作责任 不断 强化豇豆生产者 农药经营者等有关主体的法治观 念和安全生产意识 进一步落实农业农村部 中央 编办 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意 见 和四川省 加强全省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要求 逐步健全县级植 物保护工作机构 配齐专业技术人员 确保豇豆等 蔬菜病虫害监测防治技术指导 事有人管 活有人 干 责有人负 4null2 加强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 加大财政经费投入 争取设立豇豆病虫害绿色 防控财政专项 深入开展豇豆病虫害发生规律研 究 探索非化学农药替代技术 研发价格低 效果 好 使用便捷的新产品 新药械 做好农药减量技术 储备 为替代化学防治提供技术选项 进一步完善 以绿色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建立豇豆病虫害绿 色防控示范区 示范推广生态调控 理化诱控等高 效低毒低残留的绿色防控技术 不断加大财政补贴 力度 切实降低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成本 调动豇豆 种植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积极性 扩大绿色防控 技术的到位率 4null3 加大蔬菜和农药市场监管力度 在豇豆上市集中期 开展豇豆农残抽样 重点检 查是否违法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 超范围或超剂量 使用常规农药 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行为 对农药经营门店 检查农药销售台账是否规范等 督 促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 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农业投 入品追溯监管 对违法违规的农药经销商和使用者 依法进行处罚 4null4 加强豇豆生产技术指导与服务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农技人 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一线技术人员的履职能力 以豇 豆等主要蔬菜作物为重点 在病虫害发生关键时期 继续大力举办 百县千乡万户 科学安全用药培训 注重提高培训质量 提升培训的实效性 强化农户安 全生产意识 增强识别病虫害和科学防治能力 在豇 豆生长关键期 上市期 组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包片 开展技术指导 指导种植户规范农事操作 有效降低 违法违规施药风险 参考文献 1 向娟 赵超 彭名超 等 四川地区豇豆主要病虫害发生 及绿色防控技术 J 四川农业科技 2023 1 40 3 2 王娟娟 张曦 蒋靖怡 关于豇豆 芹菜和韭菜质量安全 的思考 J 中国蔬菜 2022 6 7 10 3 田悦 封传红 尹勇 等 四川省农药使用调查监测体系 现状与对策建议 J 中国植保导刊 2023 43 6 83 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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