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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川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淄 川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淄 川 区 财 政 局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淄川分局 文件

淄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 川 区 供 销 社

川农发〔2022〕104 号

关于印发《淄川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办、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淄川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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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淄川区农业农村局 淄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川区财政局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淄川分局

淄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川区供销社

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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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是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生态振兴的

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加快推进我区农用薄

膜污染防治，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用薄膜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以绿色

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措施，严格执法监管

，强化责任落实，全面推进农用薄膜污染防治，加快构建农业绿

色发展新格局，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目标。2022年，摸清全区农用薄膜回收贮运体系

基本情况，开展回收贮运全覆盖网络试点，有序推进农用薄膜科

学使用回收，全区农用薄膜回收率达到90%以上。到2025年，全

市农用薄膜回收贮运体系基本建立，农用薄膜基本实现全回收，

农用薄膜回收率达到92%以上。

（三）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覆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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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残留程度，统筹农用薄膜污染的环境压力、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和废弃农用薄膜回收能力，找准薄弱环节，精准发力，科学

制定和实施农用薄膜污染治理措施。

坚持严防严控，典型引领。强化源头防控，合理规范使用农

用薄膜，强化适用产品、技术和模式推广。采用试点先行与典型

推广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打造一批试点先行区，发挥辐射带动效

用。

坚持统筹管理，落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在本级政府统一领导

下，健全工作机制，做好协同配合，推动农用薄膜生产、销售、

使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主体责任。

坚持政策引导，多方参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重点在农用薄膜使用

和回收环节进行引导和支持。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质量监管。加强地膜生产流通领域监督管理，依

法打击非标地膜的生产和销售，严防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地膜行为。（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二）强化科学使用。加强地膜使用控制，提高农用薄膜科

学使用水平，促进地膜覆盖技术合理利用。加强农用薄膜使用技

术指导和服务，推广普及厚度大于 0.01 毫米聚乙烯标准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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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全生物可降解地膜使用替代技术，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

者使用生物可降解地膜。（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三）强化清理回收。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开展废弃地膜集

中捡拾清理。在覆膜集中生产区域科学设置回收站点，健全农用

薄膜回收贮运网络。（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四）强化循环利用。对于具有利用价值的废弃农用薄膜，

发挥市场作用，由使用者归集、市场主体回收后实现资源化再利

用；对于无利用价值的，督促使用者收集清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回

收点或者废旧农用薄膜回收站点。（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地膜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在地膜销售使用关

键时节，组织开展地膜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将0.01毫米以下

聚乙烯地膜列入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监管重点，严厉打击销售

0.01毫米以下聚乙烯地膜行为。对违规生产、销售非标准地膜的

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村局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

（二）开展农用薄膜科学使用回收专项行动。在春季播种和

秋季收获期间，开展农用薄膜科学使用和回收专项行动。推进标

准地膜应用，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督促农民和各类生产经

营主体主动捡拾回收田间、田边、棚边等处残留的地膜。鼓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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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地区实施机械化统一捡拾。（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三）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深入落实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 2022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的工作部署，针对蔬菜、西

甜瓜、棉花等适宜作物，规模化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针对花生

、马铃薯、大蒜等适宜作物，积极稳妥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四）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在主要覆膜作物区

域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优化集成配套农艺措施，为

科学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提供技术支撑。（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五）开展农用薄膜回收贮运全覆盖网络试。2022年增加2

个农用薄膜回收贮运试点。在春耕备播、秋收秋种等关键季节，

因地制宜设立临时废旧农用薄膜弃置、储存场所，方便农用薄膜

回收。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区的农用薄膜回收贮运网络。（区

农业农村局牵头，区供销社配合）

（六）开展农用薄膜应用与回收情况调查评估。分年度制定

全区农用薄膜应用与回收情况调查评估方案，组织各镇办有序实

施调查评估。完善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网络，规范监测点取样检测

。逐步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农用薄膜应用与回收调查评估机制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七）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培训专题活动。每年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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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宣讲活动，宣讲地膜科学使用和替代

技术，观摩标准地膜、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现场。（区农

业农村局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用薄

膜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各镇办要推动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作机

制，把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谋划，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细化措施，加大投入，落实

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推进有力的工作

格局。

（二）强化部门协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

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生态环境部

门负责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供销

合作社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用薄膜回收贮运网络建设。各部

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推进有力的工作机制。

（三）强化资金支持。区财政安排地膜回收利用资金，对从

事废弃地膜回收的网点、资源化利用主体等给予支持，对机械化

捡拾作业等给予适当补贴。（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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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

网等媒体，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力度。广泛开展多种形

式的宣教活动，普及农膜科学使用和回收知识，引导农膜生产者

、销售者、使用者自觉履行法定责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发展改革委

、区供销社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淄川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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