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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 2022 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
集中处置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生态绿色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和《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全县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按照“市

场化运作、专职化收集、无害化处理、指标化考核、属地化管理”

模式，建立部门协调、属地管理、多方参与、督导推动的集中收

集运行机制，大力推进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

打造环境整洁优美的新型农村。

二、目标任务

2022 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254.213 吨，回收率达到 95%

以上（目标任务见附件 2）；农膜回收 1592 吨，回收率达到 90%

以上，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全

县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处置率明显提升，面源污

染得到有效控制。

三、时间安排

2022 年 5 月 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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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工作

（一）健全回收处置网络体系。按照“科学合理、便捷高效”

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回收网点布局，合理设置固定的回收中心和

回收站点，健全完善县级回收中心、各乡镇（街道）回收站和村

委（社区）回收点“三级”回收网络体系。

1.合理布局设置站点。全县按照“1+1+N”的总体布局设置

回收网络，第一个“1”是县级建立 1个集中回收中心；第二个“1”

是各乡镇（街道）建立 1个固定回收站；“N”是各村委（社区）

建立 1个回收点，农膜、农药经营和使用者按照“谁销售、谁使

用，谁回收”的要求，设立回收点并配备回收装置。

2.完善站点标准化建设。县级回收中心、各乡镇（街道）回收

站建设要达到“六有”标准，即：有充足硬化场所、有封闭储存

空间、有统一标识牌和管理制度、有专（兼）职管理人员、有配

套回收设备（磅秤、压缩机械、消防装备等）、有回收处置台账

记录。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各级回收网点建设，鼓励辖区内合

法固废处置企业参与回收处置一体化运行。

3.明确站点回收处置范围。各站点主要回收处置用于农业、林

业生产或者其他用途的农膜和与农药（卫生用农药除外）直接接

触的废弃包装物，包括塑料、玻璃、金属、纸等材质的瓶、罐、

桶、袋等（含装有报废农药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配合单位：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供销社

（二）加强回收处置运行管理。按照“村委回收、乡镇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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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转运处置”的运行模式，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加强各级回收

网点日常运行管理，提高回收管理规范化水平。

1.明确回收方式和补助标准。各乡镇（街道）在推动农膜、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充分履行回收义务的基础上，采取

以旧换新、价格补贴、现金回收等多种形式进行有偿回收，力争

做到应收尽收。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街道）按照农药包装废弃

物 2.5 元/斤、废弃农膜 0.3 元/斤的标准，每年以县财政拨付形式

予以补助，县级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

2.强化储存安全管理措施。县级回收中心和回收站点暂贮的废

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分类归集、整齐堆放，严格落实“两

不三防”安全措施，即：不得露天存放、不得靠近水源热源，防

火、防扬散、防渗漏，避免发生火灾和二次污染。转运废旧农膜

和农药包装废弃物时应采取密封运输，杜绝丢弃、抛撒，防止污

染环境。

3.建立健全全链条台账制度。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回收网点要保持常态化运行，并按照统一标准在回收、转运、贮

存、处置等环节建立台账；农药经营者要建立销售、回收台账，

农膜使用者、种植大户和机防组织要建立使用、回收台账，所有

台账资料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配合单位：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供销社

（三）强化科学分类处置。按照“风险可控、定点定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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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追溯”的原则，各村委（社区）和农膜、农药经营与使用者建

立的回收点将通过分类回收的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转运至乡镇

（街道）回收站，各乡镇（街道）回收站对有循环利用价值的废

旧农膜进行初验，并由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直

接进行资源化循环利用；对不宜资源化利用的低值废旧农膜和农

药包装废弃物，各乡镇（街道）回收站转运至县级回收中心，依

法依规委托有资质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符合危险废物豁免条件

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按照豁免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

环节发生的费用由县级回收中心按照市场价格与处置企业进行结

算，确保低值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单位：县住建局、县供销社

（四）加大行业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聚乙

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加大贯标执行情

况的检查力度，严厉查处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产品的违法行

为，坚决杜绝不达标产品进入市场，从源头上保障地膜的可回收

性。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管

理条例》《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提高检查、巡查频率和覆盖面，

对农膜和农药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废

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有关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促进

本区域内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目标任务有效落

实。

牵头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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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单位：县生态环境局、县发改委、

县供销社

（五）加强“三新”示范推广。加强农膜和农药使用技术指

导，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示范推广力度，减少农膜和农

药使用量，提高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大力开展“一

膜两用”、“一膜多用”、茬口优化等农膜减量应用技术以及废

旧农膜机械化回收技术示范推广，积极开展全生物可降解等新型

农膜应用试验示范。大力推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

推广使用大包装农药，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产

生。统筹整合供销系统现有农资经营网络资源，鼓励和支持吸纳

有实力、社会责任心强的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探索建立农药

统一配供与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一体化运行模式。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社；责任单位：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单位：县财政局、县生态环境局

五、职责分工

各乡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要厘清职能职责，加强协调

配合，建立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推进废旧农膜和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与农业生产、

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工作

机制。

（二）财政部门负责强化对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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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各类涉农项目资

金统筹整合力度，切实保障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所需费用。积极探索建立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财政

项目资金申请相挂钩机制。

（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农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严厉查处

销售不合格农膜违法行为。

（四）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膜使用、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回收体系建设；定期检查全县农药

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工作进展和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对各

农药经营网点回收数量和种类进行查验核实，依据年度核实结果，

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补助资金、编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补助

财政预算。

（五）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置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并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六）住建部门协助和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推动废旧农膜和农

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探索对无利用价值的废旧地膜与生活

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理机制。

（七）供销部门负责开展农药统一配供试点工作，探索建立

农药统一配供与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一体化运行模式，

督促推进系统内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

（八）农药、农膜经营和使用者应当积极履行回收处理义务，

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经营

者设置的回收点应当配备回收装置，并按规定建立农药包装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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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回收台账。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为确保农药包装废弃

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工作顺利开展，成立由县政府分管农业

工作副县长为组长，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

财政局、城管局、供销社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及各乡镇（街道）

分管副职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

村局。各乡镇（街道）要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本辖区

2022 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实施方案，明确专

人负责，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于 4月 20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

送至县农业农村局备案（附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处置监督

员名单：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和负责区域）。

（二）抓好日常监管，形成工作合力。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

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回收处置工作

进展情况，适时组织监督检查和现场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落实相应管理措施，

形成工作合力。对在回收与处置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的，依照相关规定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三）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各乡镇（街道）、

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方式，多形式、多渠

道、深层次、全方位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及广大

农民对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重要性的认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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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和培训，引导农民规范使用合格农膜、科学用药，积极

主动参与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

企业在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中发挥组织协调、技

术指导、提供服务等作用，全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落实监督考核，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把废旧农膜

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

内容，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指标体系，各乡镇（街道）每

月 26 日定期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县领导小组对各

乡镇（街道）完成任务情况及田间清洁情况实行月考核、月通报

制度；为督促农业生产主体履行回收职责，将农资经营户、农业

企业及家庭农场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作为享受有关农

业财政项目及优惠政策的必备条件。

附件：1.唐河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2022 年乡镇（街道）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任务及资

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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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唐河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方 明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 磊 县政府办三级主任科员

陈家定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赵玉强 县财政局副局长

杨立新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朱 辉 县市场监管局工会主席

王 博 县生态环境局三级主任科员

赛志军 县住建局副局长

尹 钦 县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

相关乡镇（街道）分管副职

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农药包装废弃物和

农膜回收与集中处置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由陈

家定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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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乡镇（街道）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任务及资金分配表

乡镇名称 土地面积（万亩） 回收任务（吨）

桐寨铺镇 17.9832 17.9832

郭滩镇 14.0134 14.0134

毕店镇 11.6542 11.6542

源潭镇 17.5286 17.5286

祁仪镇 12.3521 12.3521

桐河乡 7.7284 7.7284

古城乡 11.3984 11.3984

东王集乡 13.7872 13.7872

苍台镇 9.7885 9.7885

大河屯镇 14.7654 14.7654

张店镇 18.4508 18.4508

城郊乡 10.5626 10.5626

湖阳镇 13.3922 13.3922

少拜寺镇 10.2406 10.2406

马振抚镇 12.0586 12.0586

龙潭镇 11.7877 11.7877

昝岗乡 16.7416 16.7416

黑龙镇 12.0098 12.0098

上屯镇 13.2280 13.2280

滨河街道 2.6506 2.6506

文峰街道 0.8034 0.8034

兴唐街道 1.2877 1.2877

合计 254.213 25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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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办公室，县人大、县政协办公室。

唐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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