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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化肥施

用量增长步伐
张世林

我国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70%——

“累”瘦的耕地怎样肥起来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李 亮

黄 河 岸 边 鱼 儿 欢
——青海省尖扎县发展水产养殖业纪实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得 乾

据悉，为了深入实施土壤修复工程，有关

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化肥施用零增长方案》，要

在保证粮食不减产的前提下，到 2020 年实现农

用化肥施用量零增长。

当前，土壤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年 4 月份，环保部和国土

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

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堪忧，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污

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

土壤污染不仅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还威胁着生态环境安全。土壤中的污染物可能

发生转化和迁移，继而进入地表水、地下水和

大气环境，影响其他环境介质，甚至可能会对

人们的饮用水源造成污染。

土壤污染因何而生？据有关数据显示，除

了工矿业和城市排废污染，农业生产活动中的

污水灌溉和化肥、农药、农膜等过量使用，也是

造成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现在，我国化肥的

有效使用率为 35%左右，农药的有效利用率是

30%左右，农膜残留率高达 40%。环保部生态

司有关负责人指出，65%的化肥都变成了污染

物，留在了环境当中。

土壤污染已对粮食产量造成严重威胁，也

威胁着我国 18 亿亩耕地红线。但粮食增产的压

力有增无减，预计未来 7 至 8 年，我国每年对粮

食的需求增量在 1000万吨左右。

如何既能保障粮食安全，又能节本增效，

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防止土地污染、加

快土壤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今 年 我 国 首 次 提 出 要 实 施 土 壤 修 复 工

程。根据国务院部署，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编制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将明确我国

土壤污染防治的目标：到 2020 年，农用地土壤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

制，部分地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全国土

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

在保证粮食不减产的前提下，科学施肥，

放慢化肥施用量增长的脚步是防止土壤污染

的有效措施。科学施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化

肥施肥结构，合理施肥，从而改良土壤理化性

质，把化学及重金属的污染降到最低。

根据有关部门《化肥施用零增长方案》的

思路，科学施肥要做到以下四点：一要减量，主

要作物化肥利用率稳步提高，化肥使用增长趋

势减缓，并逐步减少到合理投入水平；二要改

善，改进施肥方式，盲目施肥和过量施肥现象

基本得到遏制；三要优化，科学优化施肥结构，

推动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养分结构趋于

合理，有机肥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四要提升，促

进肥料产品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做到了，我国化肥施用

增长的势头将会得到控制，非常有利于土壤修

复工程的深入推进。

随着土壤修复工程的实施，必然会对我国

肥料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从品种上看，氮肥的

增长势头首先会控制，其次是磷肥；从区域来

看，东部地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区化肥增长势

头首先会控制，其次是中部地区；有机肥、有机

无机复合肥会得到较高的重视，可能有更多的

支持政策出台；提高肥料利用率明显的生产技

术、施用技术会持续得到支持。

迎着冬日的暖阳，穿越幽深的山谷，黄河像一条碧绿的
丝带从远处缓缓而来。黄河在这里曲曲折折蜿蜒97公里，这
里聚居着 5.38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 67%，这里就是青海省
尖扎县。

为充分开发利用黄河水面资源，从2006年开始，尖扎县
将水产养殖业纳入全县农牧业结构调整的范畴中，把水产养
殖业确定为发展农牧业的主导产业之一，通过引资金、引技
术、引项目、引模式，推动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

“我们的养殖基地是从 2013年开始建设的。今年 7月 5
日，我们投放15万尾三文鱼苗开始养殖冷水鱼。三文鱼生长
周期较长，要等到 3年以后才可以上市销售。”青海联合水产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辉说，“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投资1320
万元建成深 15 米、周长 100 米的大型养殖网箱 4 个，小型网
箱15个，中型网箱24个。随着公司效益的不断提升，以后网
箱数量还会增加。”

12 月的一个清早，记者乘坐快艇来到一大片网箱旁，
吴辉撒下一瓢鱼食，紧接着一网下去，渔网里全是活蹦乱
跳的三文鱼。他介绍说，公司正在建设冷冻保鲜库、加工
车间等设施，计划对三文鱼进行深加工。“我们还准备在
三文鱼养殖基地推出垂钓、农家乐等休闲旅游项目，来增

加公司的收益。”
地处尖扎县坎不拉镇下李家村的黄河清石花鱼养殖专

业合作社，是去年成立的，有 7个股东，都是村里的农民。经
过一年多的发展，合作社已初具规模，拥有 28个大大小小的
网箱。今年5月份，合作社通过青海省补贴和自己出资，引进
了虹鳟鱼苗10万尾。黄河清石花鱼合作社的小网箱深5米，
能一次放养鱼苗 1万尾，等这些鱼长到一斤左右时要转移到
大网箱，每个大网箱能放养 8000 尾左右的鱼。合作社股东
马尚武说：“只要尽心喂养，肯定能挣钱，我们要踏踏实实干
出个名堂来。”

在坎不拉镇直岗拉卡村有这么一家合作社，当别人纷纷
养殖三文鱼的时候，他们却养起了大闸蟹。这家与众不同的
合作社就是黄河魂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

记者在黄河魂合作社的大闸蟹养殖池里看到，一只只大
闸蟹或静伏池底，或交错横行，生机勃勃。合作社负责人韩
高坤来自河南，16 年前来到青海，2009 年开始养殖大闸蟹。
黄河魂合作社养殖基地占地 210亩，这些土地是村民以入股
的形式集中在一起的。“合作社已经投资 2000 万元，以养蟹
为主，一只2两多重的大闸蟹能卖到100元左右，今年卖了将
近3万斤大闸蟹，主要销往本省。”韩高坤说。

现在，韩高坤又对养殖对虾产生了兴趣。他告诉记者，
以前青海市场上没有活虾，现在他开始养殖对虾，市场行情
应该不错。“目前对虾收购价在一斤80元左右，今年9月我们
放养了 70万尾对虾，到春节就可以上市销售了。”韩高坤说，

“我们合作社还打算发展旅游业，打造养殖、加工、餐饮、娱乐
一条龙的产业链来增加收入。眼下，餐厅、客房等设施已经
基本建成，明年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前景很看好。”

近年来，尖扎县有 6个家庭农场相继获得农业部水产养
殖健康示范场的称号，虹鳟鱼、高白鲑等4种冷水鱼获国家A
级绿色食品认证，已注册“李家峡”、“黄河魂”、“联合水产”、

“青藏高原”、“天下黄河尖扎秀”等5个涉渔商标。目前，尖扎
县水产养殖场有 10 家，其中农民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7 家，
全县参与冷水鱼养殖的农户达150余户，养殖网箱368个，面
积达3.9万平方米，水产品年总产量达450吨。

尖扎县县长李加说，到2020年，预计全县水产品产量将
达到3125吨，水产养殖业产值将达9515万元，网箱养殖面积
将达156亩。“在加强对黄河尖扎段特有鱼类资源进行有效保
护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扩大特色水产养殖规模，加快组建水
产养殖合作组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水产品品牌认证，
提高水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李加说。

河北省辛集市地处华北平原的粮食主产
区，农业生产耗水多。据统计，该市83万亩农田
产出的效益仅占全市生产总值 10%左右，但用
水量却占到全市总量的 87.3%。这个水资源仅
为全国平均值二十分之一的地方不得不以抽采
地下水的方式来解决水问题。为了解决地下水
超采问题，辛集市把发展节水农业放到第一位。

华北平原主要粮食品种为小麦、玉米，而小
麦、玉米都是高耗水农作物。小麦一般年份要
浇灌 3 次方能取得丰产，浇灌一次，每亩耗水
120立方米以上。为了解决农业生产耗水问题，
辛集与15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进行长期技术
合作，大力培育粮食高产抗旱节水新品种。通
过多年实践，取得科研成果 20 多项，推出 20 多
个节水粮食品种，国审品种有8个。其中，“石麦
15”、“石麦22”等抗旱节水品种已经成为当地农
民的主要选择品种。以“石麦 22 号”为例，一水
不浇亩产能达到563.3公斤，仅浇一水亩产则高
达 620.5公斤。目前辛集常年种植小麦 60万亩
左右，除了部分品种因有特殊要求，几乎所有农
田都采用了节水的农作物品种。

在农业生产中，提高农艺水平不仅是取得
高产的重要手段，同样是节约用水的重要手
段。实施秸秆还田、地膜覆盖、种子包衣、深松
耕等农艺，都能达到有效节水效果。比如，利用
大型农机具对土地进行深松，能够有效打破犁
底层，促进降水迅速入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加
土壤贮水量 15%左右。实施秸秆还田同样能使
土地储水量增加 1.7%左右。目前，辛集市所有
土地实现了两到三年深松轮耕一次；播种的小
麦全部实现了秸秆还田；播种的 48 万亩玉米，
除有 5 万亩作为青储饲料外，其余也全部实现
秸秆还田。按照每亩地农艺节水 50 立方米计
算,节约总量也在 4000立方米左右。

“水利是农业命脉”。近几年，辛集市通过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实施本级财政补贴、鼓励农
民参与投资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一亿元以上，
实施了上百项高效节水农田工程建设，农村最
后一公里水路被打通。

河北辛集:

向农业要水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贾凤霞

12 月 16 日，子洲县凡胜薯业加工合作社的

工作人员在晾晒粉条。2014 年，陕西省榆林市

子洲县采用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参与创业，重点

扶持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截至今年 12 月，全县

已有新注册公司 122个，合作社 186个。

新华社记者 许 睿摄

内蒙古巴彦淖尔：

全力创新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孙 勇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我国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
产出了世界四分之一的粮食。但长期高投入、高产出、超负荷运
行也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当前耕地质量现状如何，怎样提
高耕地质量，如何才能让累“瘦”的耕地肥起来？

耕地退化面积超四成

“松辽平原上一锹下去见黄土的‘破皮黄’地已有不少。”中国
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说，“黑土层是土壤的腐殖
质层，其厚薄是黑土地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现正以每年 1 厘米
的速度退化，这警示我们一定要注意提高耕地质量。”

世界 3 大黑土区之一、曾经“捏把黑土冒油花”的东北黑土
地，正面临黑土层逐渐变薄的问题。据农业部统计，目前东北大部
分耕地黑土层厚度由开垦之初的 80 至 100 厘米下降到目前的
20 至 30 厘米；土壤中有机质由开垦之初的 3%至 6%下降到目前
的 2%至 3%。

“近年来，农业生产保持高投入、高产出模式，耕地长期高强
度、超负荷利用，耕地质量呈现出‘三大’、‘三低’态势。”中国农科
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徐明岗告诉记者，“三大”是中低产田
比例大、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大、污染耕地面积大，“三低”是有机质
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整体看，我国农田基础地
力贡献率平均约为 50%，比欧美发达国家低约 20个百分点。

据调查，我国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70%。
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南方
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沙化问题突
出；全国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达到 19.4%，南方地表水富营
养化和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也很突出，西北等地农膜残留较
多；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特别是一些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较低等
问题，都严重影响了耕地的产出。

地力提升需加大投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造成我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
们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大多使用小型
农机具耕翻整地，浅耕、旋耕面积占到机耕面积的 64%。由于长期
频繁浅耕作业，造成耕层变浅，土壤物理性能变差，土壤有机质减
少，肥力下降。由于种植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既缺乏能力也不愿在
养地方面加大投入，虽然知道过多使用化肥会降低农田质量，但
为追求产量，大多数农户依然增加化肥使用量。

同时，保护耕地质量的制度性安排也需要完善。目前，在国家
层面还没有专门的耕地质量保护法律法规，现有法律法规在耕地
质量保护上缺乏“硬杠杆”，耕地质量保护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近
年来，我国耕地质量建设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农业生产实

际需求相比，相关投入仍显不足，而且建设资金分散，投资与实际
需求差距较大，亟待设立专门的耕地质量建设资金。

为了更好地掌握我国耕地地力状况，农业部已经完成了
2400 多个农业县的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并于日前公布了

《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基本摸清了我国耕地质量状况和
耕地土壤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分布及障碍因素，为今后提升耕
地质量指出了方向。

“数据显示，高等级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27.3%，基础地力较
高，要用养结合；低等级耕地占 27.9%，生产障碍因素突出，短时
间内较难得到根本改善；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44.8%的中等级耕
地，正是未来的潜力股。”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何才文分析说，
这部分耕地所处环境气候条件基本适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条件
较好，障碍因素不明显。到 2020 年，按照耕地基础地力平均提高
1个等级测算，可实现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600亿斤以上。

“两提一改”藏粮于地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保持耕地数量
稳定的压力增大。同时，粮食连年增产，高位护盘极为艰难，各种
资源要素绷得很紧，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十分紧迫。”农业部种植
业司司长曾衍德说，“必须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努力做到

‘两提一改’，才能实现藏粮于地。”
如果把农田基础设施比喻成人体的骨骼，那么基础地力就是

血肉。“两提”正是要提高田间设施水平和耕地基础地力。提高田
间设施水平方面，要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要求，
确保到 2020 年建成 8 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提
高耕地基础地力方面，要通过土壤改良培肥等耕地内在质量建
设，力争到 2020 年，耕地基础地力提高 0.5 个等级，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 0.5 个百分点。“一改”就是改善耕地质量环境，推动开
展耕地质量修复和污染综合治理，力争到 2020年，畜禽粪便等有
机肥资源利用率提高 20 个百分点，秸秆还田、残膜回收达到
80%，实现化肥、农药用量零增长，耕地酸化、盐渍化等问题得到
有效控制。

业内人士认为，耕地质量建设不单是提高当年产量，而是着
眼于根本性的土壤改良，提高土地长期的综合生产能力，把粮食
稳产高产的动力从外部的大水大肥投入转到依靠自身的基础地
力上来，从而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据介绍，农业部将以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划定成果为基础，推
动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实施地力培肥、土壤改良、养
分平衡、质量修复等措施，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同时，抓紧制定《耕
地质量保护条例》，加快建立健全耕地质量保护长效机制。不断完
善耕地质量、土壤墒情、肥效三大监测网络，建成国家、省、市、县
四级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由中国合作经
济学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合作经济高层论坛
13 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合作经济组
织与现代农业”，并围绕“合作社产销对接与品
牌建设”、“合作社与合作金融”、“合作社扶持政
策与信息化服务”设立三个分论坛，有关专家就
合作社、合作金融的发展情况、扶持政策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近年来，我国农
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
亮点。今后要适应合作经济发展新形势，不断创
新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积极推动重点领域改
革，把合作经济组织做大做强；加强农民合作社
规范化建设，增强自身发展活力。

中国合作经济高层论坛举办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中心支行工作人员发现，今年农副产品收购旺
季现金投放量明显下降。这反映出,内蒙古很多
农牧民对金融服务需求发生了变化。

根据农牧民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从去年
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就组织
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
融机构，依托银联开放的技术平台，发展农村移
动金融；推出“云”POS 智能终端，整合互联网、
移动和传统金融，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让农牧民
足不出村就能办理财政补贴支取、转账汇款、缴
费等金融业务。

截至今年9月，内蒙古银行卡助农服务点已
达17716个，其中能实现综合应用的助农金融服
务点7890个，覆盖全区70%的行政嘎查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