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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 
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府直属及驻区有关单位： 

受气候异常等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全国松材线虫病迅速

扩散蔓延，呈爆发态势，我区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范围也在不断

扩大，5个镇均为疫区，疫点数量在不断增加，一些地方松树枯死

木增多。松材线虫病严重威胁我区松林安全，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为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巩固国土绿化成果，保障我

区森林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 

松树作为我区主要乡土树种，是森林资源和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松树毁灭性病害，若

不能有效遏制其扩散蔓延，将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各镇、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生态国土安全

的高度，充分认识松材线虫病疫情的严峻性和防治工作的重要

性、艰巨性，进一步增强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组织

领导，落实防治责任，统筹做好各项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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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目标任务 

进一步巩固松材线虫病防控成果，全力控制疫情扩散蔓延态

势，通过开展防控，控制增量、消减存量，逐步拔除疫点，到“十

四五”末，全区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和疫点数量实现双下降。 

三、压实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防控责任，

将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纳入林长制工作和考核内容。各镇要将任

务分解落实到村及具体的山头地块和责任人，并具体协调、组织

开展防治工作。林业部门负责制定防控实施方（预）案，将任务

分解下达到具体的山场和责任人，做好疫情监测调查、防治技术

指导、防治成效督导检查等工作。要全面落实“谁经营，谁防治”

的责任制度，推行限期防治，依法履行防治职责。 

四、加强综合防治措施 

（一）强化监测预警。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监测网络，

落实松材线虫病监测责任，充分发挥护林员作用，将监测任务落

实到有松树分布的各个地块，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加大综合防控。采取飞防、地面喷洒噻虫啉、悬挂诱

捕器、打孔注药、生物防治等各种综合措施防治天牛，最大限度

减低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媒介松墨天牛的虫口密度，阻断传播途径。 

（三）加大疫木除治。加强对疫情发生区松材线虫病疫木的

拔除，建立常态化病死树清理工作机制。按照《松材线虫病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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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规范》《广东省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技术等工作指引》

的技术要求和除治标准及时干净彻底清除疫木病源。实行疫木就

地、就近、定点除害处理，及时对疫木进行粉碎（削片）、烧毁、

钢丝网罩或套袋消杀。加强除治质量监管，建立严密的监管措施，

对疫木采伐清理、除害处理、安全利用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除

治成效。 

（四）严格检疫执法。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松材线

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强化疫区和疫木管理，禁止在疫区

擅自采伐松木，坚决制止偷砍盗伐疫木、偷捡疫木及枝桠做柴火

的现象，坚决清理村民房前屋后的松木及枝桠，切断松材线虫病

传染源。加强检疫执法检查，严禁疫区内的松木及其制品擅自运

出疫区，对调入的松木及其制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检疫。加强部

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打击各种违法行为，有效防

止疫木流失与疫情传入、传出。 

（五）加强联防联治。建立联防联治联检机制，加强相邻镇

域间的疫情防控信息交流、疫木除害与检疫监管，健全值班值守、

疫情信息通报和定期会商制度，联合开展防治作业和强化督导检

查工作。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跨区域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治

的组织协调，确保工作成效。  

（六）加快更新改造。将松材线虫病疫点松林纳入年度低质

低效林改造，大力营造阔叶林、非松木混交林，提高森林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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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功能。要加大对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沿线及城区周边、

村庄周边染疫松林与松树的除治性采伐改造。对疫情发生严重、

发病率高、松树没有保留价值的可按规定实施块状更新改造；对

疫情较轻的，在彻底清除零星疫木的同时进行补植套种或抚育改

造。在改造过程中，要科学选择造林树种，注重选择适应性强、

生长快的优良乡土树种，禁止再选用马尾松等松类树种。 

五、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要加大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要将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监测预报、植

物检疫、疫情除治、灾害防控和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纳入财

政预算。严格防治资金管理，强化资金绩效评价，确保防治成效

和资金安全。推进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工作，支持林业生产经

营者参加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投保，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相关保险业

务，提高防范、控制和分散风险的能力。 

（二）加强能力建设。加强队伍建设，保持专业技术人员的

稳定性，强化培训，提高人员素质与业务水平。扶持、引导社会

化防治专业队伍参与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监测、灾害鉴定、风险评

估、疫情治理及其监理活动，定期开展防治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

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积极推动政府购买防治服务，推行松

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绩效承包。探索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

应用，切实提高防控水平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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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松材线虫病等重

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基本知识，特别要加大对领导干部、疫情防

控督导人员、防治专业队、发生区广大村民的宣传培训，增强责

任意识、提高防控技能、争取理解支持，营造政府主导、社会支

持、多方参与的疫情防控良好氛围。 

（四）严格督查考核。建立督查通报制度，组织开展疫情防

控专项效能督查，重点督查防控责任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定期对

防治进展情况、存在问题进行通报，确保防治工作落到实处。要

建立防治目标责任的检查考核、问责制，对防治工作成绩显著的

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表扬；对防治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

经济和生态损失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建立限期整改、

约谈制度，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限期整改；对因防治不力导致疫

情严重扩散的依法追责。 

   

 

 

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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