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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虫子子站站长长””3300年年扎扎基基层层护护农农林林
惠民县森保站站长吴建军防虫护林获别样赞誉

1986年7月，吴建军从山东林业学校森保专业毕业后到
惠民县林业局工作，一干就是30年。现在身为惠民县高级农
艺师、县森保站站长的吴建军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虫子站
长”，这是大家对他几年来成功对美国白蛾防治工作的“最高
奖励”。

陪家人的时间
不如和虫子多
2007年，美国白蛾进入爆发

期，吴建军天天奔波于惠民县的
大小树林间，和美国白蛾“较
劲”。“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
他在家的时间还不如和虫子在
一起的时间多。”吴建军爱人闫
绍珍说。

2005年到2007年，惠民县
美国白蛾等林木病虫害迅速扩
散，危害严重，林业生产及生态
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吴建军
根据观察的第一手资料、查阅
相关技术文献，迅速形成了防
治方案，积极向局党组和县美
国白蛾防治指挥部汇报防治工
作方案，争取资金在全县建立
22处监测点。

“2005年美国白蛾传入惠
民，刚开始大家意识不到其危害
性，以为能自生自灭，没有及时
防治。2007年开始，美国白蛾开
始迅速蔓延成灾，树叶一夜间就
被吃光，树下住户的屋里屋外爬
的到处都是，那段时间我们谈论
最多的就是美国白蛾防治进
度。”谈到那几年的危害程度，他
的脸上开始有些凝重。

吴建军带领森保站技术员
组织和开展美国白蛾防治技术
培训，深入林间防治一线，到虫
害最严重的基层一线，举办培训
班、现场授课、现场指导，广泛普
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各
镇办，各相关单位成立各级防治

专业队，协调药械厂家解决防治
药械的难题，当年就取得了较好
的防治效果。

大胆尝试
飞防美国白蛾
基层培训是森防工作的保

障，每年的5月份、9月份，吴建军
都会定期组织召开全县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工作座谈会。参加会
议的人员主要是乡镇分管领导、
林业站业务骨干。座谈会通报年
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开展
情况，分析森防工作的形势，明
确森防工作的努力方向和工作
重点。

在林业有害生物易发生时
期，吴建军经常深入一线，现场
为群众讲解林业有害生物的识
别和药剂如何使用等知识，指导
群众开展防治。他还根据美国白
蛾在惠民县发生规律特点，列出
主要指导对象，编发森防简报，
对病虫情进行定性分析，指导基
层开展防治工作。

第一阶段胜利后，2009年，
“虫子站长”又提出了突出防治
第一代“一个重点”、抓住“蛹期、
成虫羽化期、卵期和幼虫网幕
期、老熟幼虫下树化蛹期”四个
时期，采取“挖虫蛹、灯诱蛾、剪
网幕、早喷药、绑草把、放小蜂”
六项措施，坚持生物、化学、人工
物理防治相结合的防治方法，多
措并举，综合施治。夏季药物防
治，秋季发动群众和社会各界进
行挖美国白蛾虫蛹，从源头上消

灭美国白蛾，最大程度的降低其
危害。

2011年春季，一个大胆的想
法，一个完善的飞防方案提交到
了县政府，提出了“普防第一代、
严控二、三代”的防治要求，积极
尝试在无桑地区进行飞机防治，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
得了防治工作的又一个胜利。尝
得了飞防甜头的吴建军，2013年
提出了“严密监测、全面飞防”的
防治要求。全县上下严密监测，
及早行动，实现了全面飞机防
治，做到了治早、治小的防治效
果。

说起美国白蛾，从事婚纱摄
影工作的吴影告诉记者，“前几
年，我们拍婚纱照根本就不敢去
树林里，那时候到处是虫子，现
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经常去林

场，湿地公园的林间去拍照。如
今的惠民很生态，很漂亮，感谢
惠民林业，感谢虫子站长”。

治住了虫子
累坏了身子
“美国白蛾、杨尺蠖等林业

病虫害治好了，但是吴站长也累
病了好几次。最严重的一次是
2013年春，突发隐形带状疱疹，
当时正值飞防期间，为了不影响
飞防任务，他忍着常人难以忍受
的剧痛坚持工作，期间晕到了多
次，无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不
去住院，飞防结束才住进了医
院。”林业局工作人员王德国告
诉记者。

近年来，吴建军带领县森保
站4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和基层测
报人员积极做好监测，研究林业

病虫害防治和飞防的有关知识，
多次与省市上级部门联系沟通，
交流学习经验，先后起草了《惠
民县2013年美国白蛾飞防方案》
等文件材料，发布《飞防通告》进
行广泛宣传。

为保护蚕农和虾养殖户利
益，吴建军带领飞防小组加班加
点，实地了解桑园和虾池位置及
面积，划定规避保护范围，详细
制作飞防路线图，对养蚕、养虾
区规避保护，分别实施适时飞
防、错时飞防和换药飞防。

飞防期间，吴建军带领飞防
小组成员，每天早上4点到起降
点准备飞防工作，一直到傍晚8
点，严格飞防程序和要求，克服
了各种困难，防治过程中严格监
督药物、架次等操作规程，保证
了飞防效果。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李光锋

清清河河镇镇22000000件件实实事事““落落地地有有声声””
从“承诺”到“践诺”，办实事参与率和实事办结率达100%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王
文彬 通讯员 王勇) “咱们
村，现如今借助全镇村庄环境
综合整治，修好了村级公路，
为群众彻底解决了出行难的
问题，我作为村里的带头人，
心中也搬去了一块大石头，除
去了‘心病’。”最近，在惠民县
清河镇村级民主议政日“半年
为民办实事回头看”会议上，
香坊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延成
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今年上半年以来，清河镇
6个社区、58个行政村、近300
个村组，积极探索从“承诺”到

“践诺”的为民办实事工作，使
上半年办实事参与率和实事
办结率达100%。

首先是各村级党组织量
身定做为民办实事承诺的内
容。香坊张、西梅、香赵等村结
合本村实际，契合每个村的资
源优势以及实际情况，充分发
挥每个村级的特色潜能。

其次是办实事彰显民生
主旨。围绕环境整治、村庄垃
圾“三堆”整治、村级生产排管
沟清挖等10项民生工作展开，
注重突出民生内涵，通过党员
联系户、困难家庭大走访、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等内容，
积极主动为群众办实事。

最后是突出办实事的可
操作性。清河镇各村分别建立
人大代表、“五老”、党员、群众
代表协商和参与的监督机制，

消除不切合实际的“纸上谈
兵”。同时，专门制作了村“两
委”办实事联系单及回执，各
个具体办实事内容事项责任
到人，具体执行人结合自身实
际，选择 1— 2项办实事内容
后，填写在联系单回执上，最
后记录到民主议政薄上。

截至目前为止，清河镇从
年初的承诺到现如今的为民
办实事的践诺已达2000件，为
民办实事效率达到100%。

吴建军（中）与飞行公司指导飞防线路。 资料片

农技服务到地头

近日，李庄镇农技站的技术
员为该镇李庄村的农民讲解二点
委夜蛾的防治办法。二点委夜蛾
是夏玉米产区新发生的害虫。李
庄镇在做好二点委夜蛾发生动态
监测工作的基础上，派出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
防治，确保玉米丰产丰收。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
讯员 董士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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