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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新型农机解难题

“下地割麦的收割机必须带秸秆粉碎
机，要不然不能下地收割。对留茬的长度
我们也作了规定，留茬不能超过 10 厘米以
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罗店镇镇长王
晔告诉记者。河南小麦主产区几乎都对下
地的割麦机作了类似的规定。

“收割机下地收割小麦的同时，秸秆粉
碎机将秸秆打碎。秸秆被打碎后不影响秋
季农作物的种植，反而对秋季农作物的生
长大有益处，这样农民便失去了焚烧秸秆
的理由。”王晔说。秸秆粉碎还田机的推广
使汝南县麦田秸秆还田率达到了 60%。

秸秆打捆机的推广使用使秸秆回收、
储存、运输变得方便起来。周口市沈丘县
周营乡党委书记周德志告诉记者：“往年秸
秆收集、堆放、运输都是困扰我们的老大难
问题，今年通过秸秆打捆后，这些问题都迎
刃而解了。”

在沈丘县一条公路旁，记者看到一台
抓草机、一台打捆机正在联合作业，一会儿
的工夫，便将散堆在路边的小麦秸秆打成
数十个秸秆捆。农机手陈连营告诉记者：

“一台机器一天能完成 100 多亩小麦的秸
秆打捆，打完捆我们再运到附近的临时存
放点，往外卖每斤秸秆 1 毛钱，正常作业的
话每天能有三四千元的毛收入。”

秸秆粉碎还田机、抓草机、打捆机等新
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

条件。

加工企业用途广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企业开发出秸
秆的多种用途，实现了秸秆的有效利用。

位于遂平县的白云纸业有限公司，是
驻马店市政府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的一家现代化的大型制浆造纸联合
企业，现年消化麦秸 18 万吨，已成为河南
造纸行业的领军企业。

白云纸业党委书记吕梁告诉记者，在每
个秸秆利用工厂周围，都有一支以农民为主
体的农作物秸秆收集、整理和运输队伍，源源
不断地把秸秆送到收购点，形成了“农民——
收购站——工厂”的农作物秸秆收集、整理和
运输体系，既保证了工厂的原材料供应，又使
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按每吨470元计算，白
云纸业今年将直接支付农民1亿元。

河南建收机械有限公司去年与中原环
保能源研究所合作，在西平县建成两条利
用秸秆制炭气油的专利技术试产示范生产
线。利用炭化技术工艺生产出来的秸秆炭
粉可制成炭球、活性炭等炭产品。同时，还
能将秸秆炭化时排放的烟雾收集起来提取
可燃气体、木焦油、木醋酸。建收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建收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生
产一吨炭的直接成本在 1700 元左右。每
吨炭的市场价在 2500 元左右，即使不加产
出的可燃气体、木焦油、木醋酸等副产品，
每生产一吨炭也可获利几百元。”

项目开发待扶持

秸秆综合利用前景广阔，但目前综合
利用率还比较低，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等
扶持。白云纸业党委书记吕梁告诉记者：

“今年我们收购麦秸的价格是每吨 470 元，
随着人工工资的上涨，制成纸浆的成本已
经和进口阔叶纸浆持平，如果这种趋势持
续下去，麦草浆就完全丧失竞争优势，因此
国家对进行秸秆综合利用的企业应当给予

一些补贴和政策上的倾斜。”
夏季小麦秸秆综合利用难度相对较

小，秋季玉米秸秆的利用难度较大。“玉米
秸秆难以粉碎，处理不当会对下茬农作物
的种植产生不利影响，只能卖给养牛场。
我们应该提高秸秆利用的科技含量，拓宽
秸秆利用的路子，变废为宝。”南阳市邓州
县农机办负责人说，秸秆利用项目的开发
迫切需要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支撑。

变禁为疏 化废为宝
——河南秸秆综合利用见闻

本报记者 王 伟

每逢夏、秋季节，农民焚烧秸秆，浓烟滚滚，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成为火灾、交通事故的隐患。日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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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在湖北黄冈的棉花田里，华
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谭
启玲正在进行磷肥专用肥大田对比实验。
这是湖北兴发宜都生态工业园与华中农业
大学合作进行的微量元素专用磷肥研发项
目。在完成微肥制作的基础上，项目组对
磷铵产品进行了包衣实验，制得了缓控释
包衣磷肥。

“施用磷肥，能提高植物抗性，促进根
系生长。但在我国农村，由于施用方法不
当而造成磷肥肥分损失的现象特别严重。”
磷肥专家、兴发集团总工程师罗宝瑞告诉
记者，南方农村往往采用撒施或将磷肥作
底肥直接施入土壤，由于南方土壤大部分
偏酸性，对磷有很强的固定作用，一旦磷被
固定后就大大降低了肥效。开发磷肥专用
微肥和缓控释肥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正
成为行业趋势。

全国磷肥总产能已达到 1900 万吨，供

大于求的局面造成的问题已日渐显现。
2012 年我国累计净出口各种磷复肥 250.3
万吨，同比下降 33.6%。今年全球磷肥需
求有望恢复性增长，但受国际磷肥供大于
求、价格持续低位以及印度磷肥采购走弱
等因素影响，磷肥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中
国磷肥协会总工程师叶学东说，面对国际
市场不畅，有关部门鼓励磷肥企业由生产
基础肥料向肥料二次加工以及生产专用
肥、缓控释肥转移。

和当前大量无序竞争的传统磷复肥企
业的艰难经营相比，一批有特色的缓控释肥
和水溶性专用肥产品受到农民欢迎，不少依
靠品牌影响力和贴近式服务的磷复肥企业
规模不断壮大。湖北兴发集团就是其中一
例，该公司目前磷矿石年产能达 150 万吨，
是国内最大的磷化工和磷复肥企业之一。
面对市场竞争，公司开发精细磷肥产品，配
套发展专用肥，受到农民普遍欢迎。充足的
磷矿资源和磷肥新产品研发是其磷肥发展
的竞争优势，这也是近年我国磷肥产业发展
向资源产地集中特征的缩影。

“磷肥发展离不开磷矿石。我国磷矿

石分布高度集中，储量前五位的云南、贵
州 、湖 北 等 省 ，合 计 占 全 国 资 源 储 量 的
74%，其中磷富矿主要分布在云、贵、鄂三
省。通过磷肥产品创新，不仅能大幅提高
肥料利用率，还可以解决中低品位磷矿石
及氟碘等伴生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兴发集
团董事长李国璋说，我国磷复肥产业布局
已经实现两个转移，基础肥料向资源产地
转移和各种专用肥、缓控释肥向国内市场
转移。

据统计，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磷复肥
生产企业已突破 7000 家。《化肥行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5 年，大型磷复
肥企业产能比重要达到 70%以上，鼓励大
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及建设化肥基地等方
式，进一步壮大行业的经营规模。在磷肥
主产省湖北省，该省日前召开淘汰落后产
能和兼并重组工作会，明确今年将重点支
持兴发等龙头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严格产业准入。

中国磷肥协会秘书长武雪梅表示，从
中长期来看，随着特色产品的推出和行业
集中度提升，磷肥行业将步入健康发展的

轨道，高效磷复肥将迎来发展机遇。她说，
尽管今年我国磷肥出口形势较为严峻，但
从中期来看，出口行情仍然值得期待。因
此，行业要有信心，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依
靠科技进步发展新型肥料，来提升产品国
际市场竞争力。

磷肥行业发力自身创新的同时，好消
息也开始传来。根据《2013 年关税实施方
案》，今年磷肥淡季出口窗口期有所调整，
较 2012 年延长 1 个月，淡季出口税率也由
7%下调至 5%。其中 64%磷酸二铵等磷肥
的 淡 季 出 口 基 准 价 每 吨 上 调 100 元 至
3500 元。多位专家表示，随着淡季出口时
间延长和关税税率下调，国内磷肥景气度
有望持续改善。

“磷肥使用情况与农作物种植、粮食价
格关系密切，一般呈正相关。”李国璋说，
2012 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波动较大，但
总体保持上升趋势。随着全球人口的增
长，未来粮食产量的增长对磷肥的刚性需
求依然存在。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养殖
业对饲料粮的需求也将增加，所以对磷肥
的需求在今后将持续上升。

高效磷复肥需求将上升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蔡 亮

记者近日去江西采访，到处可见农民新盖的一栋栋

漂亮的楼房，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四层的，十分气派。

但是，一些村庄因为缺乏整体规划，各家盖各家的房子，

新房子虽然增多了，村庄却因为缺乏规划而显得凌乱，而

有的村庄因为规划得好，楼房整齐、有序、美观，成为农村

一道美丽的风景。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

增多，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成为农

民收入的重要构成。房子是农民财富的象征，农民挣了

钱，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盖一栋漂亮的房子。于是，这几年

在农村掀起一波盖房子的热潮，农民盖的房子越来越高，

装修越来越气派。

但是，农民盖房子缺少统一规划、设计，样式靠模仿，

施工凭经验，也不讲究质量标准，地基的牢固程度、建材

的质量标准、房屋的抗震性能等等，都没有一定的保障,

这导致农村房子使用寿命普遍较短。因此，在当前农民

盖房子的潮流中，地方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加强村庄建设

的整体规划，统一进行设计，有意识地把农民盖房子的潮

流与当地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新农村建设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

措。虽然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盖房子，但是盖房子却

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

中关键是要把握好有所作为的“度”。

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作为，花

巨资投资建设了整齐划一的楼房，然后强迫农民上楼，农

民不愿意上楼，导致大量楼房空置。可是政府如果不作

为，不为农民建房子提供统一规划，又容易在农村新一轮

建房热潮中失去顺势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机遇。说到底，

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盖新楼房，也不是把原有的旧房

子统一刷新，而是需要结合当地农村的实际，结合农民的

生产生活条件，发挥农民盖房子的主观能动性。

如何把握“有所作为”与“过度作为”的“度”，是让地

方政府颇为头疼的事情。但是，只要是本着从农民的利

益出发，从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出

发，认真规划新农村建设，引导农

民按照规划建设新房子，这样既

能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

主动权，又减少了政府的盲目投

入，可谓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农民盖新房须引导
刘 慧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东省以生态景观林带、
森林碳汇、森林进城围城等三大重点生态工程为重点，在
全省范围掀起了“绿色生态革命”，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
突破性发展。全省参加义务植树达到 2456 万人次，植树
8085 万株；全省新建生态景观林带 2568 公里，完成造林
作业面积 350万亩。

广东将继续推动生态建设不断提质提量，力争到2015
年，消灭现有的500万亩宜林荒山，改造1000万亩疏残林、
纯松林和布局不合理的桉树林，成功实现以乡土阔叶树种
为主体的混交林全省覆盖。

广东稳步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今年下半年天津市将继
续推动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确保今年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600元，比上年增长 15%。

天津将重点推进“三区联动”建设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年内帮助 8 万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其工资性收入，
并鼓励农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天津实施设施
农业和农业科技两个提升工程，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加快
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提高农业设施化、产业化、组织化、
标准化水平，实现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天津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湖南省常德市大力推进
茶叶优势区域和标准化建设，制订茶叶生产技术规程，建
立茶叶质量检测制度和产品质量追溯制度，茶叶品质得
到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以武陵山区为主的集中连片种植、
技术加工配套的产业格局。截至目前，常德市茶园面积
发展到 23.5 万亩，产量 2.2 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 10
亿元，成为常德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山区农民的重要
收入来源。

湖南常德茶产业产值超10亿元

本版编辑 刘 佳本版编辑 刘 佳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刘长文 崔珠峰报道：
山东省禹城市政府与中科院、山东移动公司联合打造“智
慧农业”项目，通过整合多种涉农资源，建立了集农业科
技及市场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发布平台于一体的辐
射各涉农部门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

“智慧农业”信息化服务网络以无线农业信息机、致
富宝农业信息手机、电脑等为载体，依托中国移动的网
络，第一时间将信息送达基层农户。农户可以便捷地获
取农业新闻资讯、供求商情、市场行情信息，有效提高了
农业管理水平。通过“智慧农业”信息化服务网络,禹城
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 10％。

山东禹城建立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山东禹城建立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

在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中平村，每天下午
许多农民都会驾着摩托车或农用小货车，将
一筐筐香葱拉到村里的交易市场。这个有

“广西香葱村”美誉的地方，每天往北京、上
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大城市外运近 20 吨
香葱。得益于香葱种植，2012 年该村农民
人均纯收入已超过万元。

田东县大力推动农业综合开发，积极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引导农民开展产业化种
植，一个又一个像中平村一样的“万元村”不
断涌现。

截至目前，田东县共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27 个，其中土地治理项目 19 个，
多种经营产业化项目 8 个，项目累计投入
各级财政资金 1.2 亿元，共改造中低产田
近 12 万亩。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加强了田东县项目区的农业基础设施，优
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改善了农业生态环
境，为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平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记者
看到，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路，一条条水渠穿
越田间地头，成片的香葱翠绿茂盛。“我们一
家人种香葱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中平村村
民廖东宁说，“这要感谢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给我们安装喷灌机，完善了水利设施，修通
了道路，还教我们先进种植技术。”

在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过程中，田东
县加大农业专项资金投入，对与公司签订单
的农户在公司购买种子、化肥等给予补助每
亩 500 元。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契机，田东
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努力打造“一乡一
特，一村一品”特色品牌，现有 12 个蔬菜专
业村，面积逾 2.5 万亩，专业村最高收入户
收入达 30 多万元。

田东县县委书记韦晓新告诉记者：“我
们将继续利用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着
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力争至 2015 年，将全
县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 1 万元以上。”

广西百色市田东县：

综合开发富农家
本报记者 周骁骏 通讯员 刘德磊

眼下，正是大蒜收购季节。记者在大蒜主产区山东了解到，今年大蒜价格持续

走低，市场价同比下降三成左右，“蒜你狠”跌成了“蒜你贱”。业内人士认为，不仅是

大蒜，近年来猪肉、生姜、绿豆等不少农产品“多收了三五斗”就价格大跌，“少收了三

五斗”就价格大涨，已经形成了“蒜周期”“猪周期”等特征明显的暴涨暴跌“农周期”，

亟须采取措施予以治理。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上图 河南驻马店市汝南县秸秆经纪

人在收购秸秆。 李勤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