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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项单项技术，测土配
方施肥在几年里，由试点到基本覆盖所有农
业县，这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史上尚属首
次。“缺什么、施什么”，“缺多少、补多少”，配
方肥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我国的种植业。日
前，农业部发布了《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
作物区域大配方与施肥建议》，助推配方肥大
规模生产和大面积推广。

取土化验

摸清耕地“家底”
针对肥料价格高位运行、部分地区过量

施肥、肥料利用率偏低等现象，2005 年，国家
启动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到今
年，累计投入资金 71 亿元，项目县（场）达到
2498 个。通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全国累计
减少不合理施肥 850 多万吨，同时，减少氮、
磷流失 6%至 30%。

取土化验是配方肥的第一环节，这基本
摸清了我国耕地土壤的“家底”。据统计，各
地累计采集土壤样品 1798 万个，取得各类化
验分析数据 12441 万个，并利用测土数据开
展耕地地力评价，初步摸清了 2498 个项目县

（场）耕地土壤养分状况，发现了土壤酸化、耕
层变浅、磷素养分富集和耕地养分失衡等重
大共性问题。这是继 1979 年全国第二次土
壤普查之后，首次对全国耕地土壤进行“全
面体检”，为因土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何才文说，依靠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基本掌握了水稻、小麦、
玉米、马铃薯等主要作物需肥规律，历史上第
二次修正建立土壤氮磷钾养分丰缺指标，建
立了主要粮食作物施肥指标体系。通过项目
实施，为防止氮肥、磷肥产能盲目扩张及合理
配置钾肥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肥料
产业优化调整，配方肥施用比例逐步上升，氮
肥用量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据抽样调查，在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
示范区，有 70%左右农户采用了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2012 年，农业部组织开展全国农企
合作推广配方肥试点，各级农业部门与 1200
家肥料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扩大配方肥生产
供应，推广应用配方肥面积 5.6亿亩。

科学配方

促进规模化生产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主要涉及取土化验试

验、研究提出配方和推广配方肥到田三个环
节。目前，前两个环节进展顺利，摸清了“家
底”，初步构建了科学施肥的技术体系。相对
而言，后一个环节是个短腿，虽然做了大量工
作，但把科学的配方转化为农民使用的配方
肥难度还很大，潜力也很大。

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组成员、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陈新平说，区域大配方的制定
正是针对这个短腿的良药。三大粮食作物区
域大配方的制定，首先根据区域生产布局、气
候条件、栽培条件、地形和土壤条件确定我国
玉米、小麦和水稻的施肥分区。依据区域内
土壤养分供应特征、作物需求规律和肥效反
应，设计不同区域专用肥配方，并充分考虑了
肥料工业化生产的实施参数。据统计，区域
大配方对我国玉米、小麦、水稻种植面积的覆
盖率将分别达到 96%、99.3%和 98.6%。

把专家的纸上配方变成农田里的配方
肥，还需要肥料企业的积极参与。全国农技
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处处长李荣说，区域大配
方的制定，统筹兼顾了配方的科学性和企业
生产的可行性，为配方肥区域化需求和规模
化生产找到结合点。

肥料龙头企业山东金正大公司是农业
部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的试点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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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副总裁罗文胜说，区域大配方
将主要粮食作物全生育周期所需要的全部
磷钾肥和部分氮肥作为基肥，其余的氮肥作
为追肥。根据基肥中氮、磷、钾的配比提出
适宜浓度的配方，并配套相应的施肥建议，
与传统施肥相比，不仅有配方，而且明确了
施肥建议。

因地调整

满足个性化施肥
据介绍，农业部门目前主要采取3种模式

推广配方肥。一是“中成药”式的推广模式。
由农业部门确定适合本区域的肥料配方并开
展指导服务，肥料企业负责配方肥生产，经销
网点负责配方肥销售。二是“中草药代煎”式
的推广模式。建立测土配方施肥供应服务网
点，引导肥料经销网点装备智能化配肥设备，
为农民提供现配现混服务。三是“私人医生”
式的施肥整体解决方案推广模式。针对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主
体的需要，以农化服务组织为载体，提供统一
测土、统一配方、统一供肥、统一施用方案。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说，大配方
就是为“中成药”式的配方肥推广模式提供技
术支持，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条件客观上要
求我们走“大配方、小调整”为主的技术路
线。大配方复合肥主要针对大的生态区或作
物种植带，由大中型企业组织生产和供应。
同时，广大县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可以针对
县域范围，依据测土结果设计小区域配方。

农业部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大田经济作物、
果树、蔬菜等作物的区域配方和施肥建议。在
区域大配方基础上，通过因地制宜地确定配方
肥的最佳养分形态、添加中微量元素、土壤调
理剂等，以扩展配方肥的功能，提高肥料产品
针对性，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日前，农业部发布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的14个大配方与施肥建议——

大配方节肥又增产
本报记者 李 力 乔金亮

近年来，我国复合肥品种结构不合

理问题日益凸显，复混肥产品存在养分

配比与作物需求不匹配、配方数量太多

太杂等问题。复合肥产品以高浓度、通

用型和高氮型的配方为主，不能完全适

应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化肥撒施、表

施、浅施等粗放施肥方式还较普遍，农民

重化肥、轻有机肥、偏施氮肥的传统观念

影响着化肥利用率的提高。

目前，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以县、乡两

级土肥技术推广机构作为实施主体，然

而由于配方肥批量小、规模效益低，导致

大中型肥料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因

此，区域大配方的发布找准了配方肥“应

用难”的问题所在，抓住了“如何推广”的

关键环节。

大配方的好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符合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对养分的需

求，配方肥批量大、规模效益高，可以引

导大中型复混肥料企业参与测土配方施

肥工作，为农业提供区域性配方肥，解决

市场上配方肥供应不足的矛盾。二是引

导肥料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建立按照农

业生产需求生产供应肥料的格局。三是

市场上供应的肥料与生产实际需要的相

近，数量更加丰富，并且有施肥建议，农

民购肥施肥更方便。

测土配方是手段，引导农民科学施

肥、提高土壤肥料利用率才是目的。当前

配方肥的重心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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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以“中成药”的大配方肥料为主，

通过提高配方的合理性，让企业愿意生产，

农民愿意施用。同时，也要发挥“中草药代

煎”的小批量、配肥速度快、针对性强的优

势，来满足农民对配方肥的个性化需求。

重在提高肥料利用率
乔金亮

“通过专家指导我们浇水治理，用微生物技术进行
土壤改良，这块盐碱地今年小麦亩产达到 700 斤以上。”
山东省无棣县柳堡镇谭家村农民刘德文高兴地告诉记
者。柳堡镇是科技部和中科院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先期
实施的盐碱地改良项目——“渤海粮仓计划”项目无棣
核心试验区。柳堡镇盐碱地改良种植的 5000 亩小麦
低产地块达到亩产 200 公斤，高产地块亩产达到了 400
公斤以上。

无棣县地处环渤海地区，由于受土壤瘠薄盐碱和
淡水资源匮乏制约，有 40 万亩的中低产田和 10 万亩
的盐碱荒地。2011 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无棣县选
取 40 亩中度偏重盐碱地，利用微生物技术进行土壤改
良和优质小麦新品种高产种植试验。去年 6 月，40 亩
小麦喜获丰收，亩产达 315 公斤，接近当地普通粮田
的产量，成功实现了在中度偏重盐碱地种植小麦并获
得高产。

今年，中科院与山东省联合在无棣县全面实施“渤海
粮仓计划”项目。涵盖辽宁、天津、河北、山东 4 个环渤海
地区省市的“渤海粮仓计划”科技示范工程，是国家“十二
五”科技支撑项目，项目计划利用 5 年的时间，将这一地
区的 5000 多万亩盐碱荒地改良成高产田，实现粮食年
增产 100亿斤。为了进一步推动“渤海粮仓计划”项目实
施，无棣县流转 7000 亩盐碱土地，继续深入开展盐碱荒
地的改造和棉改粮试验示范及推广，力争将盐碱地改良
成吨粮田。

山东无棣县:

盐碱地变良田
本报记者 徐 胥 通讯员 赵建伟

草莓因营养价值高、口味鲜美而备受消费者青睐。
但受气候影响，每到夏秋时节，市场上就很少见到新鲜草
莓。但是，记者在河北省隆化县七家镇特色草莓基地发
现，这里的草莓个大果甜，四季飘香，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游玩采摘。

隆化草莓何以能四季飘香？“我们结合当地夏季的气
候特点，引进了国外最新育成的草莓品种及栽培技术，实
现了 7 月至 11 月鲜草莓的不间断供应，填补了我国夏季
草莓市场的空白。”基地负责人说。

为加快草莓产业发展，隆化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强化草莓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实现产前生产环境检测、产中产品质量抽检、产后消费可
追溯；县乡两级财政加大对草莓产业的支持力度，对草莓
设施建设、优良品种选育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大力推广

“公司+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将草莓进行
统一包装、统一品牌销售。

目前，隆化县草莓种植面积达到 2000 亩，其中设施
草莓基地 1450 亩，种苗繁育基地 550 亩，发展草莓休闲
采摘园 8 处。据了解，隆化草莓基地亩均收入能达到 3
万元，比传统的玉米等粮食作物效益高得多，农民收益显
著提高。

隆化县县长陆文龙说：“隆化草莓产业发展要坚持
‘科技、生态、高效’的理念，提升生产经营模式，培育发展
新品种。力争到‘十二五’末，种植面积达 3 万亩，产值超
12亿元，让草莓成为隆化的新名片。”

河北隆化县：

草莓四季飘香
本报记者 顾 阳 实习生 潘冰晶

河北隆化县：

草莓四季飘香
本报记者 顾 阳 实习生 潘冰晶

目前，东北地区玉米陆续进入抽雄吐丝
期，长势总体较好，但后期仍面临旱涝、早霜
等威胁，玉米螟、粘虫、大斑病等将偏重发
生。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提出东北地区玉
米生育后期田间管理技术意见。

一、排涝防旱保生长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连续多雨的情况，对一

些低洼易涝、山区沟塘地块，应及时排除田间
积水，防止涝害发生。同时，搞好土壤墒情监
测，防范后期可能发生严重的旱情。

二、补施粒肥增粒重
在玉米吐丝期，应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

植株长势，及时追施速效氮肥，并适当增施钾
肥。但施肥量不宜过多，施肥时期不宜过晚，
防止贪青晚熟。

三、统防统治控病虫
近期温度高、湿度大，田间郁闭，易导致

病虫害加重发生。要加强监测预警，适时开
展防治，大力推行生物防治、灯光诱杀、性诱
剂诱杀等绿色防控技术，并综合运用高架自
走式机械喷雾和飞防等多种措施，开展统防
统治和群防群治。

四、促进早熟防早霜
近日中央财政出台东北秋粮综合施肥促

早熟补助政策，对因低温春涝晚播的秋粮作
物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等给予补助。广
大农技人员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服务，
确定合理的喷施药剂、喷施剂量和喷防时间，
促进安全成熟，规避早霜风险。

五、适时晚收夺高产
今年东北部分地区玉米播期较常年偏

晚，各地要在早霜来临前尽量延迟玉米收获
时间。当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粒皮层光
亮、灌浆乳线消失、基部出现黑色层时收获为
最佳，提高玉米产量和籽粒品质。

东北地区玉米

田间管理技术

站在甘肃省民勤县薛百乡老虎口防
沙治沙示范区，看着长满梭梭、樟子松等
沙生植物的山坡，石述柱欣慰地笑着说，

“我每天都会来看看这些植物，心里面才
会踏实”。

今年 78 岁的石述柱是薛百乡宋和村
原党支部书记。民勤县在腾格里和巴丹
吉林两大沙漠的交汇处，而宋和村正处在
民勤县西线南端的风沙口上。“一遇上大
风天气，风沙呼啸而来，沙尘铺天盖地，沟
渠、房屋、庄稼都没了。”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石述柱仍心有余悸。由于风沙的侵
害，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亩产不足百斤，
人均纯收入只有三四十元。

从石述柱 19 岁担任宋和村团支部书
记的那天起，他的心里就有了一个绿色的

梦想——“治住沙患，挖断穷根。”
“当时没有一点治沙经验，根本就不

知道如何治沙。”石述柱回忆说，整整 8
年的时间，没有收获到期望中的绿色，却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惟一值
得欣慰的是，哪里风最大，何处能栽树，心
中慢慢有谱了。”

石述柱逐渐意识到，治沙造林，光靠苦
干不行，还得靠科学技术。他主动向甘肃
省治沙试验站技术人员请教，学到许多治
沙技术。他带领村民在活动沙丘上种植饲
草灌木，在风沙前沿栽植防风固沙林，在田
间地头营造大网格的农田防护林和小网格
的红枣林网，在林场建设苹果园。通过生
态林和经济林结合，实现了林木建设布局
的科学化。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
林场的一草一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如今，宋和村在村西风沙口上建
起了一条长 9 公里、宽 2.5 公里的绿色屏
障。依靠林场的发展，宋和村投入 100 万
元打井架电、建校修路，并实施节水工程建
设和红枣林网建设。村里 3000 多亩耕地
保持了平均亩产400公斤的丰产纪录。

从黄龙滚滚到绿树成荫，石述柱用他
的信念和精神带领村民治理生态环境，一
个林茂粮丰、风景秀美的绿洲新村，屹立
在西部风沙线上。

风沙线上建绿洲
——记全国十大防沙治沙标兵个人石述柱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刘惠兰

本报讯 记者苏民 牛瑾报道：日前，2014 世界葡
萄大会倒计时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延庆县举行，正
式发布大会 LOGO 和主题口号，并宣布 2014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世界葡萄大会将在这里举办，这也是世葡
会自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

据悉，本届世葡会突破了历届单一的学术会议内容，
构建了开幕式、学术会议、葡萄酒博览会、葡萄酒品鉴大
赛、产经论坛、系列文化活动和大会闭幕式“七位一体”的
办会格局，规划了“一场一园一带四中心”的建设内容。
其中，一场是学术会议主会场，一园是鲜食葡萄博览园，
一带是葡萄酒庄产业带，四中心分别是葡萄酒交易中心、
葡萄酒质量评价中心、国家级葡萄科研与产业服务中心
和葡萄酒工程培训中心。

世界葡萄大会将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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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遏制杨树食叶害虫虫灾，河南省内黄县启

动飞机防治林木病虫害行动，总防治森林面积 5.5 万余

亩。图为一架飞机在内黄县城关镇进行防治林木病虫害

航空喷药作业。 刘肖坤摄 （新华社发）

宁夏西吉县鼓励

当地农民返乡创业，

通过创业贷款、土地

流转、特色养殖补贴

等方式吸引不少在外

打 工 的 农 民 返 乡 创

业。图为在西吉县震

湖乡张撇村，返乡创

业农民毛志军在养殖

基 地 内 喂 养 鸡 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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