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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回收
实施押金制，搭建农

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端平
台，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点，提升农药使用者
收集交回的积极性

在外务工多年的贺其兵，2015 年 6
月回到家乡百家池村，流转来 300 亩山

地种柑橘，成为闻名乡里的种植大户。

“种柑橘，一年要打 5 次农药。”贺其

兵说，每年春天柑橘发芽时打一次，夏

季、秋季新枝萌发时各打一次，10月柑橘

套袋前为预防病菌滋生再打一次，年底

前还要打一次，预防来年的病虫害。

前些年，村里没有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点，贺其兵用过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堆放得比较随意。时间久了，瓶子袋子

四散开来，残存的农药有时难免洒到地

上。“近些年，县里推行农药减量化使用

和绿色防控，农药使用量减少了不少，

但使用后的农药瓶子、袋子还是存了一

堆。”贺其兵说。

2019 年 7 月，青神县全面启动实施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建设县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回收站，并在种植大

户分布较多的区域以及农资经营门店

建了 120 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以

便更好地暂存、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同时实施押金制，搭建农资销售与押金

收退终端平台，推动小农户妥善收集、

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拎着一袋子废弃农药瓶，白果乡甘

家沟村村民罗志中走进位于青竹街道

盐关路的新阳光农业植保专业合作社，

冲着合作社理事长罗建喊：“老罗，收农

药瓶子了！”

前 段 时 间 ，罗 志 中 从 合 作 社 经 营

的农资门店购买了农药，这次来交回

农药瓶。罗建接过袋子，在电脑上打

开农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端平台，点

击“退押金”功能，拿起扫码枪，逐一扫

描瓶子上的条形码，相关信息便显示

在电脑屏幕上。

“ 回 收 农 药 瓶 18 个 ，退 回 押 金 18
元。”罗建边说边向罗志中的手机扫码

付款。

“每个农药瓶按 1 元收取押金。我

们门店已经收取押金 2.5 万余元，退回

押金 2.2 万余元，回收率 89%。”指着电

脑页面，罗建解释道，“农户一般不会在

使用后立刻退回农药瓶，所以回收率在

一段时间内达不到 100%。”

青 神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饶 舜 介

绍，全县农资经营门店售卖农药时，以

1 瓶 农 药 不 低 于 1 元 的 金 额 向 农 户 收

取押金，待农户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后全额退还，以此提升普通农户收集

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的积极性。门

店通过销售扫码、在线登记等方式，收

集上传农药销售、押金管理数据，实现

农药销售去向、资金、押金等信息实时

记录、监管。

“我们这个门店，建有一个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点。晚上，我们就把今天

回收的包装物，统一放到回收点暂存。”

罗建一边将刚回收的农药瓶放入店门

口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桶，一边与罗

志中聊起农药瓶回收这件事儿。

种了 20 多年柑橘，尽管规模不大，

一年几次农药喷洒下来，废弃农药瓶也

积攒不少。罗志中说：“过去，山坡上能

看到不少农药包装废弃物，有些被风吹

进水塘里，污染了水。”

“不仅污染水、土壤，还危害人体健

康。”罗建接过话茬，开了 20 多年农资

经营门店，他知道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危

害，“一次下乡，我见到村里有小孩子拿

着废弃农药瓶玩，惊出一身汗，赶紧上

去跟他讲：农药有毒，瓶子不能玩。”

2019 年 8 月，听说县里推行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罗建打心眼里支持，主

动安装农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端平台，

学习整套操作流程，“只有农户主动收

集、交回废弃农药瓶，才能减少对环境

的危害。”

几年前，对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这

件新鲜事，有人理解，也有人不解。汉阳

镇场镇社区一家农资经营门店负责人陶

鸿莉起初就有意见，“卖瓶农药，还要收

押金，多麻烦。我都快 60 岁了，还要在

电脑上操作这套系统，哪里学得会。”

2019 年 9 月，青神县对全县农资门

店经营人员和种植大户开展培训。“培

训课上，过去废弃农药瓶散落一地的画

面看着让人揪心。”陶鸿莉说，培训课既

讲为什么要回收，也讲怎么回收，还教

如何操作平台系统，让我们能很快上

手，“培训班还为学员组建了微信群，不

懂的就在群里提问，很快会有人解答。”

“政府出资建设平台推广应用，通

过培训帮助农资经营门店管理者、种植

大户等相关人员解开思想疙瘩，再借助

他们向群众宣传推广。”饶舜说，迄今青

神县 110 余家农资经营门店均安装了

终端平台软件，实现废弃农药包装物押

金制全覆盖。

清运处置
实行有偿制，搭建农

药包装废弃物押金回收综
合监管平台，规范清运、转
运处置工作

午后，县里一家清运公司的工作人

员张治洪驾驶清运车，向贺其兵家庭农

场附近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驶去。

两年多来，张治洪一直负责这一区

域回收点内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清运。

他最看重规范操作：来到回收点，称重，

装货，填写清运清单，按每斤 0.7 元向贺

其兵付费并开具票据，一次有偿回收便

告完成。“为防止废弃农药瓶袋在运输

过程中掉落，我们使用的是全封闭车

厢，集中运往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回收站。”张治洪说。

同贺其兵告别后，张治洪驾车向罗

建的农资经营门店驶去。“在农资经营

门店清运农药包装废弃物，清单要通过

销售终端平台填写，这样就能实时反映

到监管平台上。”张治洪介绍，收集清运

时，称重装货完毕后需登录农资销售与

押金收退终端平台，点击“清运”按钮，

完成农资门店待清运废弃农药瓶的数

量更新。随后，清运公司向农资门店支

付有偿回收费用。

来到罗建经营门店的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点，称重装货，张治洪又是一

番忙碌，“你看，342 斤，装完就满满当

当了。”

推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以

来，青神县全面实施有偿制回收。“清运

公司向种植大户、农资经营门店支付费

用，县里再以每吨 1400 元的价格支付

清运公司相关费用，通过实施有偿回

收，提高种植大户、农资经营门店等回

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积极性。”饶舜说，

“县内收集清运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

的关键一环，清运公司定期上门回收。

每个回收点需要清运时，也可随时联系

清运公司，随叫随到。”

“县里每年通过招投标确定清运公

司，县财政每年专列农药包装废弃物无

害化处置经费，包括相关平台系统建设

维护费用、收集清运费用、有偿回收费

用等。”饶舜介绍，2019 年以来，全县已

累 计 清 运 处 置 农 药 包 装 废 弃 物 45.06

吨，120 个回收点实现定期清运全覆盖。

搭 乘 张 治 洪 的 车 ，记 者 来 到 县 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回收站，农药包

装废弃物押金回收综合监管平台的大

显示屏映入眼帘。屏幕上，全县回收

点总数、当日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

量、回收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今天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

量是 326 个，意味着卖出了 326
瓶农药。”青神县农业农村局农

产品质量监管与品牌培育股

股长陈艇指着屏幕说，监管平

台数据从全县各个农资经营

门店安装的农资销售与押金

收 退 终 端 平 台 获 取 ，并 实 时

更新。

“哪个门店的农药卖给了

谁 、卖 出 多 少 ，农 药 包 装 废 弃

物回收了谁的、回收多少，都会

实时反映。”陈艇说，通过搭建监

管平台，可以帮助相关部门统计

农药销售去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数量和押金收退情况，规范对农资

经营门店的管理。

说话间，回收站门前，一辆大货车

徐徐驶来。停好车，四川省中明环境治

理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胡 先 文 走 下 车

来。这家公司主要承担县回收站内农

药包装废弃物的转运处置及无害化处

理。胡先文每年要来几次回收站，协助

转运农药包装废弃物。

指 挥 工 人 们 装 载 货 物 前 ，胡 先 文

叮嘱道：“大家先穿上防护服，戴好口

罩……”

装货完毕，胡先文先是绕着车辆转

了一圈，仔细检查装运情况，接着展开

携带的篷布，覆盖、捆绑在包装好的货

物上。随后，胡先文与一同前来的陈艇

跟车前往附近的第三方称重站。现场

查看、称重后，陈艇填写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完成废物处置报备管理。“公司配

有焚烧车间，农药包装废弃物运回公司

暂存后会实施焚烧处理，确保气体达标

排放，残渣将深埋在经过防渗漏、防扬

散处理的安全填埋场。”胡先文说。

“同清运公司一样，县里每年通过

招投标程序确定转运处置公司，负责农

药包装废弃物的转运处置，费用由县财

政安排的专门经费支付。”陈艇介绍，

“招投标‘货比多家’，力争用最规范的

转运操作、最无害的处置方式，最大限

度降低对环境的损害。”

“今年全县已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9.5 吨，回收率达 87.1%；处置 5.8 吨，处

置率为 61%，剩余 3.7 吨待处置。”饶舜

介绍，2019 年以来，青神县回收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

执法监管
推行积分制，搭建“十

二分制”信用信息平台，执
法检查常态化

查看农药销售台账发现，今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2 日的销售记录为零——

那段时间，正是给柑橘树喷洒农药的主

要时段，怎么会没有销售记录？在青神

县农业农村局执法服务中心主任王鹏追

问下，一家农资经营门店负责人说了实

话，“嫌麻烦，最近没有录入销售信息。”

“根据积分制管理要求和县农资经

营监管扣分细则，你们未如实登记销售

农药名称、规格等信息，第一次违反，扣

3 分。如果第二次发现要扣 6 分。”跟随

执法的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管

与品牌培育股工作人员张建军，郑重告

知门店负责人。接着，他用手机登录

“十二分制”信用信息平台，扫描门店二

维码，填写违规行为、积分扣除等内容，

录入此次执法信息。

“录入信息后，平台将此次执法情

况实时纳入大数据统计，门店也会同步

收到执法通报。”张建军话音未落，门店

电脑上的农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端平

台便弹出相关通报。

上面这一幕，是记者跟随王鹏参加

执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的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处置情况执法检查时看到的。

“过去，存在执法监管难、执行难现

象。全县农资经营门店规范经营情况

如何，是否按规定履行销售、台账管理

责任，是否尽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责

任，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王鹏介绍。

2020 年 6 月，青神县出台农资经营

监管扣分细则，推广实施积分制管理，

农资经营门店在一个年度内累计扣 1
至 8 分的，予以书面通报；扣 9 至 11 分

的，给予停业整顿 3 个月并接受培训处

理；扣 12 分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

营许可证。未扣分的，可以参评年度

“明星门店”，获得相应奖励。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促进了规范管

理。2020 年、2021 年度，因所在门店连

续获得“明星门店”称号，罗建每年获得

2000 元奖励。他把门店打理得更加井

井有条，农资销售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使用获得的奖励资金等，罗建还组

织了不少绿色防控下乡活动。就在今年

9月底，他来到瑞峰镇天池村向农户传授

绿色防控技术，推动农药减量化使用，同

时宣传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理念。

与积分制管理相配合，青神县搭建

了“十二分制”信用信息平台，推进数字

化管理。在张建军帮助下，记者点击查

看“十二分制”信用信息平台，平台上所

有门店按年度内不同扣分情况被分为

3 级，每个级别对应的门店扣分情况一

目了然。“哪个门店，什么时候，因为什

么扣分，都一清二楚。”张建军说。

“有了信息监管平台，我们可以掌握

门店的规范经营状况，也能实时监督农资

经营门店开展相应整改。”王鹏介绍，通过

平台管理，执法信息须及时录入并更新至

后台，汇总形成执法情况大数据，同时向

门店发送执法情况通报和记录，让每一次

执法检查更加规范，更加公正透明。

以这次执法检查为例，走进一家门

店，执法人员兵分两路。王鹏负责查看

在售农药标签、生产日期、农药登记证

等信息，他登录农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

端平台，一一查看门店销售台账，包括

进货、销售、回收记录等。

张建军则负责查看农药采购销售

和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检查农药包装

废弃物储存是否符合规范。“我们要求

在门店显眼位置摆放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桶，农药储存库房与经营场所不能

混合使用。”张建军说，积分制管理细化

为门店管理、台账管理、进货管理、销售

管理、其他管理等 5 方面 23 项内容，每

次都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

“通过推行积分制，执法检查规范

化水平得以提高，针对性更强，农资经

营门店规范经营程度大幅提升。”王鹏

介绍，“今年以来，青神县共开展常态化

执法检查 61 次，检查发现，门店合法合

规经营的已达 98%以上。2021 年，全县

有 3 家农资门店被吊销营业执照，今年

以来尚未发现相关案例。”

“这两年，全县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

化回收处置率始终保持在 85%以上，并

逐步提高。”饶舜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未来，我们将在党的二

十大精神指引下，以风险可控、定点定

向、全程追溯为原则，探索对符合条件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同

时，大力提倡农药减量化使用，应用生物

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安全用药培

训指导，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图图①①：：张治洪张治洪（（左左））到贺其兵的家庭到贺其兵的家庭

农场清运农药包装废弃物农场清运农药包装废弃物。。

图图②②：：转运处置公司员工搬运农药转运处置公司员工搬运农药

包装废弃物包装废弃物。。

图图③③：：执 法 人 员 在 农 资 经 营 门 店执 法 人 员 在 农 资 经 营 门 店

执法执法。。

图图④④：：罗建使用操作平台为农户退罗建使用操作平台为农户退

押金押金。。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王永战王永战摄摄

图图⑤⑤：：青神县乡村景色青神县乡村景色。。

青神县委宣传部青神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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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神县四川青神县探索推行探索推行““押金制押金制、、有偿制有偿制、、积分制积分制”，”，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回收处置率超过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回收处置率超过8585%%

废弃农药瓶废弃农药瓶，，这样回收处置这样回收处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永战王永战

贺其兵少了件烦心事：以前，农药使用后，
瓶子常被随手一丢，田间地头不时可见各类废
弃农药瓶，“这几年它们‘有家可归’了——县
里建起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百家池村，成
片的柑橘园果实累累。趁着露水刚消，村里的
种植大户贺其兵一早就在他的家庭农场内忙
活起来，给果树喷洒农药，“这次喷药是为了杀
螨虫，同时预防病虫害。”

喷洒结束，贺其兵将刚用完的几个塑料
农药瓶装进包装袋，送到不远处的一间木
屋。进到屋内，只见十几个包装袋鼓鼓囊

囊，里面全是废弃农药瓶。“这就是县里建的
一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使用后的农药
瓶先暂存在这里，由清运公司工作人员定期
回收。”贺其兵说。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关系农业绿色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2016年 8月，原农业部
等六部委印发《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试点的方案》，提出“实施废弃农药包装物押
金制度，探索基于市场机制的回收处理机制，
对废弃农药包装物实施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2017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建立农药包装
废弃物等回收和集中处理体系，落实使用者妥
善收集、生产者和经营者回收处理的责任。
2020年 8月，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发布《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明确了农
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应当履行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

2019年以来，作为农业农村部确定的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试点县，青神县全面推进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探索推行“押金
制、有偿制、积分制”，搭建农资销售与押金

收退终端等平台，规范农药销售使用、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和农资经营监管，建立
起“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公共财政
扶持”的回收处置模式，实现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置闭环管理，全县农药包装废弃物
无害化回收处置率超过 85%。今年 2 月，农
业农村部推介 2021年全国 51个农业绿色发
展典型案例，青神县高效回收处置农药包装
废弃物的经验做法榜上有名。

农药包装废弃物如何实现高效回收处
置？怎样全程有效监管？前不久，记者深入
青神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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