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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磷酸二铵、尿素、微肥分开买，现
在一袋配方肥，氮、磷、钾全有，适合土壤还
能增产一成。”在河南省杞县的蒜地里，蒜农
付松太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土肥部门在
大蒜示范基地取土化验土样1456个，提出8
个不同配方，每亩地节约成本300元以上。

“对症下药”

让施肥方式有改进
“缺什么、施什么”，“缺多少、补多少”，

配方肥因其经济高效让农民们欢喜，也悄
然改变着我国的种植业。2005 年以来，中
央财政 8 年累计安排测土配方施肥专项资
金 71亿元。仅 2012年，全国减少不合理施
肥 150 多万吨，相当于节约燃煤 400 万吨、
减少碳排放 1000万吨。

推广配方肥并非易事，涉及农业部门、
肥料企业和农民三个主体。以往人们以
为，只要土肥部门测完土、配好方，农户就
能“对症下药”了。然而肥料品种繁多、农
企对接不畅、市场供应难等都影响配方肥
到田率。当前，解决配方肥“应用难”，进一
步加强推广成为关键。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国测土配方施
肥专家组组长张福锁说，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实施 8 年多来，成效明显。同时也应该
看到，目前这项技术主要应用在粮棉油等
大宗作物上，配方肥的生产供应地区间发
展尚不平衡。农村化肥撒施、表施、浅施等
粗放施肥方式还较普遍，影响化肥利用率
的进一步提高。

去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农业部依托
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启动实施了全国
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试点工作，采取“百企
连百县”的方式，进行产需对接，着手解决
配方施肥中配肥和施肥薄弱环节。目前，
已初步形成了农业部门提供肥料配方、肥
料企业按方生产、肥料经销网点根据测土
配方施肥方案供应、农民凭施肥建议卡施
用的良好格局。

“测土配方是手段，引导农民科学施肥
是目的。”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说，
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找准了配方肥“应用
难”的问题所在，抓住了“如何推广”的关键

环节。当前配方肥的重心已由化验室转向
田间地头，由试验示范转向到推广普及，由
单纯的测土配方转向配方肥推广应用，在
向改进施肥方式延伸。

推进大配方

让企业愿意生产
一种被称为“中成药”的农企合作模式

正在各地推进。叶贞琴说，这种模式下，农
业部门负责制定肥料配方和指导服务，肥
料企业负责配方肥生产，经销网点负责配
方肥销售。这种方式结合了农业部门公益
职能和企业经营行为两方面的优势，有力
推动了配方肥落到实处。

据统计，2012 年全国已有 831 家肥料
企业参与了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工作，配方
肥推广面积 5 亿多亩。全国 100 个整建制
推进示范县配方肥用量占基施化肥比例达
60%以上。张福锁说，把专家的纸上配方变
成农田里的配方肥，企业是关键力量，越来
越多的大中型肥料企业已意识到这点。

配方肥需要单独调制生产，大型复混
肥生产企业一个批次加工肥料多在 200 至
300 吨，如何调动企业生产配方肥的积极
性？多地农业部门在取土化验、田间试
验、配方研制的基础上，对各个“小配
方”进行提炼，将区域和作物相近的肥料
配方进行合并，形成适应较大区域的“大
配方”，为肥料企业批量化生产供应配方
肥提供了便利。

“企业跨区域生产配方肥，综合邻近几
个县的施肥情况，制定 2 至 3 个肥力等级不
同的区域配方，再根据目标产量调整氮肥
基肥和追肥用量。”安徽司尔特肥业公司董
事长金国清告诉记者，此法满足了大中型
企业规模化生产，利于建立大区销售网络。
公司配方肥产销量逐年增加，2010 年不足
10 万 吨 ，2011 年 为 13.47 万 吨 ，去 年 达
25.87万吨，今年预计超过 30万吨。

配肥个性化

让农民愿意施用
小麦返青后，来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

莲花智能配肥站配肥的农民络绎不绝。这
个服务站装备了智能化配肥设备，为农民
提供现配现混服务，通过“中草药代煎”的
方式，引导农民选用配方肥。通过触摸屏，
进入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农民可以查
询测土配方信息和作物施肥方案。

在辽宁省辽中县，种粮大户于会怀带领
的 会 怀 粮 食 合 作 社 经 营 2.7 万 亩 耕 地 。
1200 个土壤检测数据、3 个肥料配方师、1
台触摸式肥料信息查询一体机、1 套全自动
配肥终端机⋯⋯构建了“四统一”的施肥模
式。统一测土、配方和供肥有效节省了时间
和成本，而一体机编制方案、配肥机自动配
肥、新式播种机深施又做到了“对症下药”。

对比农企合作的“大配方”模式，“中草
药代煎”式的按方抓药现场混配是有益补
充，可以发挥其小批量、配肥速度快、针对
性强的优势。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
彭世琪说，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引导建立
一批乡村小型智能化配肥网点，培育一批
面向农民开展统测、统配、统供、统施“四统
一”的专业化农化服务组织。

“创新推广方式，打通配方肥落地的最
后一公里，要重视农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农
业部种植业司耕肥处处长许发辉说，要采取
定区域、定作物、定模式的方式，力争今年配
方肥施用面积达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25%
以上，配方肥施用量达到700万吨以上。

解决配方肥应用难，加强推广是关键——

配方肥如何落地到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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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 月份经济数据显

示，3月份，猪肉价格下降5.5%，影响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18个百分点，

据商务部发布的商务预报监测，截至4

月份第一周，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食用农产

品价格连续第7周下降，其中猪肉批发价格

比前一周下降2.4%。受生猪出栏量增加和

出栏价格回落影响，猪肉批发价格连续7周

回落，累计跌幅达12.2%。

今年以来生猪价格下跌较快，猪粮比价

连续数周处于6∶1盈亏平衡点以下，生猪养

殖已经步入亏损区间，在四川猪粮比价已连

续数周逼近5：1的深度亏损线。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已不是第一次，

10 年来我国生猪价格频繁出现的周期性波

动，被称作“猪周期”。从一张 2009 年以来

国内生猪出栏价格走势图中可以发现，生

猪出栏价格一直处在周期性波动之中，在

2011年9月份达到了高点，之后就进入到了

下行通道之中，就在近几个月，更是出现了

一波快速下跌。

今年以来生猪价格的大幅下跌主要有

几个原因，其一，当前正处于生猪价格周期

性下跌的谷底；其二，由于前两年生猪市场

行情较好，生猪养殖户纷纷补栏母猪，导致

今年产能大量释放，猪价下跌。另外，去年

养猪业疫病较少也是一个原因。

面对“跌跌不休”的生猪价格，不断出

现“救市”的呼声，希望政府能尽快出手调

控、收储猪肉，以提振市场信心。

4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为防止生

猪价格过度下跌损害养殖户利益，引发猪

肉价格周期性的暴跌暴涨，有关部门已在

全国 20 多个省份同时启动冻猪肉收储工

作，稳定猪肉价格。

政府启动预案，开展冻猪肉收储，目的

在于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缓解生猪生产和

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事

实上，启动冻猪肉收储起到的作用更多的

是阻止生猪价格过度的下跌，为市场注入

信心，对真正扭转市场行情的作用不是很

大。从目前情况看，当前我国生猪产能偏

高，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

间。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解决产能偏

多的问题，还应主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政

府调控更多的是发挥引导性作用。

养猪业内流传着一句话，“养猪就是一年

挣、一年平、一年亏，看效益要三年总算账”。

可见生猪价格的波动已成为市场常态，政府

有关部门的调控，更多的是使波动的幅度和

频率小一些，尽可能避免暴涨暴跌。“猪周期”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养猪户应更

主动去适应，对生猪价格波动应有充分心理

预期和应对之策。生猪养殖户也应在多年的

市场周期性波动中成熟起来，对市场经济规

律能有正确认识和把握。

从国内外生猪养殖的经验来看，破解猪

价大幅波动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生猪的生

产方式，大力发展规模养殖。美国生猪规模

养殖比例超过 80%，市场上 96.6%的猪肉供

给由规模养殖户(企业)提供。其中，排名前

20 名的养猪公司占近 50%的市场份额。美

国的猪肉价格年均波动从几十年前 20%左

右降低到了如今的5%以内。

目前，我国 5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

达到66%，但万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例仍很

低。我国养猪业规模化程度不高，导致养殖

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容易盲目跟

风，极易导致供需失衡，价格跌宕起伏。

围绕生猪一年半的生长繁殖周期，形成

了一个“三年波动周

期”现象。通过规模

化养殖，能有效增强

抗风险能力，降低成

本，避免市场价格过

度波动。

抑制猪肉价格过度下跌
肖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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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农业
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海南南繁基地，与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共同宣布启动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
关，力争用 5 至 8 年时间培育出具备亩产
1000公斤以上产量潜力的超级稻新品种。

韩长赋表示，我国是世界水稻生产第一
大国，要加快推进水稻科研特别是制种技术
攻关，使我国水稻产量、育种、单产始终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农业部将大力支持第四期
超级杂交稻攻关研究，使超级稻亩产迈上更
高台阶、达到更高水平。

据介绍，我国超级稻研究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实施以来，
在超级稻育种理论、育种材料创制和新品
种选育与推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
破。先后于 2000 年、2005 年和 2011 年分
别突破了百亩连片单产 700 公斤/亩的第
一期目标、单产 800 公斤/亩的第二期目标
和单产 900 公斤/亩的第三期目标。据初
步测算，全国超级稻品种推广面积已达
1.21 亿亩，亩增产 60 公斤以上，带动全国
水稻单产和总产迈上新台阶。

第四期超级稻攻关研究启动
































 

近日，记者在广西百色市
右江河谷看到，大片大片的农
田里种植品种繁多的西红柿。
由于时值西红柿交易的旺季，
百色酝酿开通“果蔬专列”的消
息引起了当地菜农、经纪人和
采购商的热议。

广西百色市长周异决曾建
议，开通百色至北京果蔬专列，
确保专列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各
主销区。以南昆铁路百色六塘
货运站为起点站，经停南宁、柳
州、桂林、武汉、郑州、石家庄，到
达北京。

听到周异决的建议，南宁
铁路局局长张千里表示，开专
列，铁路方面不成问题，运输果
蔬需要的保温车等也都具备，
铁路部门将根据具体要求勾画
运行图。

百色市农业局局长黄英振
说，2012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
174.18万亩，产量316.68万吨；
水果种植面积151.62万亩，产量
74.64万吨。果蔬年产量近400
万吨,外调量超过200万吨。并
且百色的生态环境优良，果蔬品
质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目前，百色的外调果蔬主要
还是依靠汽车运输。在恶劣天
气里，车子经常耽搁在路上，时
间一耽误，果蔬可能就烂掉了。

“有时一个电话过来，说天
气不好，路不通，西红柿收购价
立马大跌。开通‘果蔬专列’是
件大好事。”听到计划开“果蔬专列“的消息，种植大户、田
阳县田州镇兴城村番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子刚说。

然而，对于开行“果蔬专列”，黄子刚认为难题不在于
开通，而是在于如何解决反复装卸的问题。

“现在收菜都是汽车直接开到田头或者市场，装完车
直接就运往外地市场。如果通过火车运输的话，要先从
田头装车，到车站又得卸车装车，运到后还得卸车装车，
虽然运输成本降低了，但装卸成本增加了，许多收菜的人
都嫌费时耗力。”黄子刚说。

在西红柿主产区田阳县，市场里人声鼎沸，摩托车、
农用车等各式拉西红柿的车把市场挤得水泄不通。

来自河北邯郸的陈先生去年年底就在市场租了一个
商铺收西红柿。他说，用汽车从田阳拉一车菜到邯郸要
走 40多个小时，运费 1.2万元。

记者问是否考虑用火车运输时，陈先生摇摇头，“火
车装卸太麻烦，到邯郸车站货场后，果蔬都快成酱了”。

陈先生认为，在平时汽车和火车运输时间差不多，如
果通过火车运输，反复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果蔬损失率会
增加一成以上，加上装卸费用增加，火车的时间和成本优
势并不明显。只有在雨雪天气道路不通时，火车的优势
才会体现出来。

周异决说，开行专列的挑战不少，从田头到火车站，
从火车站到市场这两段如何衔接，必须考虑更周详，需要
与农业服务机构对接。另外种植结构也需调整以适应市
场，对品种的规划、货源的组织和人才的需求等方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对百色的农业将是更大挑战。

广西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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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力报道：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和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委托，山东金正
大公司将在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基地陆续展开“万名
机播手走进金正大活动”，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培训 2 万
名种肥同播机播手。

近日，“种肥同播万里行——万名机播手走进金正
大”系列培训活动启动仪式及首场培训会在山东临沭金
正大公司举行,来自山东临沂、日照地区的千名种肥同
播机播手参加了培训。金正大公司副总裁罗文胜说，培
训课程采用现场观摩、集中授课、讨论交流的方法，集中
对机播手进行正规培训和严格考核，并将这种培训机制
常规化，全面提高机播手的综合素质，让更多的机播手成
为优秀的农业技术的传播者和带头人，从而助推我国的
农业机械化进程。“种肥同播技术推动了缓控释肥产品销
量，不仅为机播手带来了收益，还让农民享受到播种施肥
的便利，形成企业、经销商、机播手、农民共同受益的格
局。”罗文胜说。

山东农科院专家杨力教授说，种肥同播技术适应并
推动了我国集约化、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良种、良
肥和良法有效结合的有效模式，对于农业生产中抢播、抢
种和保墒有明显的作用。机播手是带动农业科技发展的
先锋官，金正大公司以企业之力推动机播手的正规化、高
素质化，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据了解，金正大种肥同播技术已辐射山东、河南、河
北、安徽等省，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已累计推广面积 500
万亩，直接为农民创造经济效益近 10 亿元。2013 年，金
正大将加大种肥同播技术推广力度，计划投入种肥同播
机 1.5万台，调动社会种肥同播机近 2万台。

2万机播手将走进课堂

4 月 9 日，云南曲靖市有关企业出资运水到麒麟区廖

廓街道大鲁贝村地头蓄水池，供农民春耕栽种浇水。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4月9日，播种机在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按照机采棉的田间作业要求开始播种。近几年，

由于农户种植棉花成本逐年递增，其中人工采摘费占棉花生产成本比重超过 40%。为

此，尉犁县通过扩大机采棉面积来降低棉花种植成本。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劳动力成本上升
推动机采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