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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农〔 2017 〕 26 号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县 （ 市 、 区 ）农委 、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处 （ 室 ）：

经研究？ 现将《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

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一步提升农业生态保

障能力，全面改善我市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指导意见？特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 四中 、 五中 、 六中

全会以及中央 、 省 、 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 《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郑州市 2 01 7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

（ 郑政文 〔 2 01 7 〕 3 1 号 ） 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 以保障郑州市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基础，以改善农村地区水环境质量为

核心？ 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 、

科学减少农药化肥投入量 、 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 加快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 从源头降低农业化学品的投入，从过程

做好农村清洁生产生活？ 从末端开展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建

立健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有效削减农业生产造成的水

环境污染，加快推进我市都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 一 ）政府主导 ， 集聚资源。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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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凝聚社会多方资源，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创新工作机制，

形成综合防治力量。

（二）保障产能，节约增效。 根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通过做好投入品总量控减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耕地地

力持续向好，保证粮食产量和质量安全，以较少的农业资源消耗，

获得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益。

（二）明确目标？综合施策。坚持源头控制、过程清洁、末

端治理，统筹考虑水 、 肥、药等生产要素使用和畜禽粪便、农作

物秸杆、农田残膜、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等废弃物产排状况，综合

运用行政、市场 、 技术、法律等手段，有效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防治。

（四）因地制宜？循序推进。按照先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

区，后一般区域的原则，合理规划种养区域布局，因地制宜明确

治理重点、实施范围和治理模式。分时段、分批次，试点先行，

示范带动，重点突破，逐步推进3 全面实施。

三、 任务目标

力争到 2 020 年我市农业面源污染力口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农田节水技术推广应用范围持续加大，农业灌溉水利用效率

显著增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 0%以上，农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1 5%以上，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实现专业化统防

统治覆盖率达 40%，肥料、农药利用率均达到 40%以上，全市主

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当季农膜回收率达 8 0%

以上，废弃农药包装物有效回收利用。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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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基本建成并运行良好，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实现全覆盖。

四、重点任务

（ 一）控制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调整种植结构，推行农艺节水。在登封市、新密市等早作区？

丘陵山 区 、 深层地下水超采区，积极开展适应性种植？适当压缩

玉米等高耗水耗肥农作物种植面积？引导农民发展红薯、谷子、

杂粮杂豆等特色农作物和食用菌等低耗水、 耐旱农作物。积极开

展“粮草兼顾型”、“粮饲结合型” 农业结构调整试点，大力推广

青贮玉米和首稽种植？促进农牧结合，实现结构节水。积极发展

旱作节水农业，推广机械深松 、 机械沟播 、 秸杆覆盖、 地膜覆盖

等蓄水保埔技术，大力推广抗旱品种？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加快

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滴灌 、 喷灌等田间高效节水

灌溉方式。建立节水农业示范区？开展高效节水农业技术示范与

推广，积极推广测埔灌溉技术。做好土壤埔情监测和信息发布，

指导农田科学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 二 ） 减少化肥使用 ？积极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

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推广高效施肥机械、 高效新

型肥料，引导农民自制农家肥？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大力推进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集成推广种肥同播、 水肥一体化技术。改进

施肥方式？优化施肥结构，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化肥用量。初

步建立科学施肥技术体系？提升科学施肥水平。到 2 02 0 年？主

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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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农药使用，有效开展农药零增长计划

推进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绿色防控。 综合应用农业 、 物理、

生物 、 免疫诱抗等绿色防控技术，预防和控制农作物病虫发生，

减少化学农药施用。筛选和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

和科学环保使用技术，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和成熟的生物防治

技术，指导抗性严重地区开展药剂品种的更换。更新施药器械，

替代落后机械 3 加速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大规模开展专业化

统防统治 3 推行植保机械与农艺配套技术？实施精准施药，科学

合理安全用药。采取种子包衣拌种等隐蔽施药和综合施药技术，

提高防治效率、效果和效益。推进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

区建设，形成和推广适宜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有效组织形式和

全程技术模式。建立健全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网 点，提高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推行水产生态养殖，着力解决养殖业污染

加强水产健康养殖实施力度，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池塘

多 品种立体混养、 大水面生态养殖及稻田 （ 莲藕）养鱼 （虾、 蟹）

等养殖模式。积极引导“三网”养鱼，在中小型水库中限制投饵

网箱，发展天然网箱。实行科学投放鱼种，选择健康的优质鱼种，

采用合理投放密度？多种鱼类合理搭配。科学制定养殖容量，合

理布局养殖范围，防止局部水域富营养化。 大力推广集约化健康

养殖3 使用优质饲料，以提高饵料转化率，降低渔业生产病害发

生，减少鱼药使用。加快形成产出高效、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产品安全的水产养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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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效控制面源污染

力口大秸杆禁烧力度，围绕收集 、 利用等关键环节？采取肥料

化 、 饲料化 、 燃料化、基料化 、 原料化等多种途径 p 着力提高农

作物秸杆综合利用水平。按照“谁购买谁交田、谁销售谁收集、

谁生产谁处理”的原则？实施废弃农药包装物押金制度？对废弃

农药包装物实施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完善农业地膜产品标

准，提高标准准入？鼓励回收废旧农膜。推进“三沼”综合利用？

因地制宜采用沼气庆氧处理、 静态通气堆肥等粪污处理技术及相

关配套设施设备，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采取种植和养殖相结合

的方式 ？ 就地消纳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根据实际情况，探索采

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若干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点＋若干

农作物秸杆综合利用点＋废旧农膜 （ 废弃农药包装物 ） 回收与处

理中心”模式开展综合治理。

（ 六 ）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方面全面推进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探索运用 PPP 等模式 ？ 创新开展农村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治理。完善“村收集、 镇转运 、 县 （ 市）集中处理”或

“户分类、村收集、 乡镇分类集中处理”的模式，对农村生活垃

圾进行集中处理。建设污水收集官网和终端处理设施？能够纳入

城镇市政污水管网系统的 ， 尽量纳入城镇管网管理？不能纳入城

镇市政污水官网系统的，以行政村为单位，分自然村 （ 多个相连、

集中居住的自然村视同为一个自然村 ） 实施 3 因地制宜选择厌氧

＋湿地、微动力处理等生态化污水处理技术，对农村生活污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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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集中处理。力争到 2 019 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为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进一步规范程序，整合资

源，加强领导，提高效率，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难题，着力应

对挑战。各县（市、区）农委重点做好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的污

染防治工作 3 积极开展畜禽粪便有机肥科学积造和养殖肥水水肥

一体化技术推广工作。

（二）加强部门联动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调配

合，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工作任务抓好落实，认真完成各阶段工作

任务，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出

应有的贡献。

（三）深化宣传培训

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的科学普及、舆论宣传和技术推广，让社会公众和农

民群众认清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本质和危害。大力宣传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意义 3 推广普及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的清洁生

产技术和污染防治措施，积极营造社会氛围，让广大群众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当中。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

训力度，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进行专题教育和培训，着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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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种粮大户 、 家庭农场 、 专业合作社农业环境保护水平。

（ 四）强化科技支撑

产学研结合，加强科研攻关，依托农业专家团队？开展针对

性的课题研究与示范，摸清农业生态环境容量，分析污染因子与

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的定量关系？制定可操作的指标评价体系，对

农业生产进行规范和指导。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紧紧围绕

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与防控、 节水灌溉 、 精准农业 、 农业废弃

物高效循环利用等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 尽快形成一整套适合郑

11'1 市情况，技术 、 经济 、 生态相协调统一的农业技术体系？有效

突破农业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技术瓶颈。

郑 11'1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 0 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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