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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然而化肥
用量过多、使用不当，不仅增加了农业成
本，也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农业部副部
长余欣荣说，在资源要素紧绷、种植效益偏
低、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需转
变发展理念，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大力
推进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回归传统农业

湖北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
事长王恩珍这两年尝到了施用有机肥的甜
头，“前年开始尝试用有机肥，当年出口俄
国的柑橘就有 2.63 万吨，收入 1800 万美
元。今年已经与国内外客商签订 15 万吨
柑橘订单”。

为啥要将化肥改为有机肥？王恩珍说
起来头头是道：“以前柑橘园里施用化肥，
人工成本高，用有机肥后采取‘水肥一体’
的办法，节约了人工成本不说，长出来的柑
橘，个头更大、汁更甜，质量提高了，销路也
更好了。”

化肥被称为作物的“粮食”，研究表
明，它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30%至
50%，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
有效供给，化肥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由于过去对作物的高产高质追求，导致了

化肥过量施用，不仅带来成本的增加，生
态环境也因此亮起了“红灯”。为此，今
年初，农业部印发《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行动方案》，大力推进有机肥替代
化肥。

资料显示，过去 10 年，我国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成本年均增长都在 10%以上。
化肥投入过量是果菜茶成本上涨的重要因
素。目前，我国果树亩均化肥用量是日本
的 2 倍多、美国的 6 倍、欧盟的 7 倍。农业
生产遇到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
重挤压，不仅影响农民增收，也影响竞争力
的提升。此外，化肥过量施用还带来土壤
质量的退化和水体的污染。

“在农产品短缺的年代，农业最主要
的任务是保增产、保供给，有吃的就行
了。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仅要吃
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农业部
副部长余欣荣说，靠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
环境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发展
方式，推进科学施肥施药，大力推广有机
肥替代化肥。

当前我国化肥用量较大的作物主要集
中在蔬菜、水果和茶上，这也是有机肥替
代化肥的“主战场”之一。“有机肥的主
要来源有禽兽粪便、作物秸秆、豆粕、棉
粕等。施到土壤里后，土壤微生物对有机
肥的分解转化能够激活土壤活性，土壤的
肥力就提高了，这样可以促进植物的根系
生长，促使水果、蔬菜等的口感品质得到
提升。”国家有机类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副主任杨兴明说。我国农民一直有使用
有机肥的传统，“猪多、肥多、粮多”，这

里的肥指的就是农家肥，开展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传统农
业的回归。

难在成本偏高

近年来，我国一系列集成技术积累了
成熟经验，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是可行
的。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一
方面，畜禽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农作物秸秆
生物量不断增加，大中型沼气工程发展迅
速，为有机肥替代化肥提供了充足的肥
源。据测算，全国每年产生的各类有机肥
资源养分总量约7400多万吨，但实际利用
不足 40%，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另一方
面，近年来，各地开展一系列有机肥替代化
肥试验示范，推广畜禽粪便堆沤还田、施用
商品有机肥、沼渣沼液无害化处理还田、生
草覆盖等技术模式，为有机肥替代化肥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替代’不是完全不加选择地替
代，也不是简单地减少化肥使用量。而是
要通过施用有机肥，把过量施用的化肥减
下来，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曾衍德
说，对此，地方探索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
水肥一体化技术，平衡有机肥和化肥的使
用，让作物缺什么补充什么、需要多少补
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并将肥料
精确“点滴”到作物根部，确保节水节肥
增产。比如，山东省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办
法，在全省 1000 多万亩土地上做实验，
适当调减 20%左右的化肥，整地时每亩
增施有机肥200公斤至500公斤，优化有
机无机养分投入比例，带动全省有机肥产
业快速发展。

“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是可行的，有
利于促进农业废弃资源转化利用。”国家化
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主任刘刚表
示，目前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仍然存在一些
实际困难。与化肥相比，有机肥生产的人
工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比较高，使用量比化
肥大，真正的高质量有机肥价格并不便宜，
导致很多农民不愿意使用有机肥，这些都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各方共同推动

为了让农民更快接受有机肥替代化肥
的新技术，各地想了很多办法。在四川省
宜宾市翠屏区菜坝镇五星村的波波家庭农
场，竖着一块块实验牌，施用生物菌肥、有
机肥、化肥及不施肥的地块并列着，南瓜的
长势一目了然。“周边不少农民过来取经，
眼见为实，只有让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有机
肥的效果，才会愿意跟着做。”宜宾市翠屏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叶贤桂说。

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
社带头示范施用有机肥，不少相关龙头企
业则通过创新技术，降低有机肥生产成本
来推动有机肥的应用。湖北俏牛儿牧业有
限公司在湖北省首个实现奶牛粪便资源化
利用制造生物有机肥。“一吨牛粪相当于
16 公斤硫酸铵，16 公斤过磷酸钙，3 公斤
硫酸钾；一吨牛厩肥相当于 17 公斤硫酸
铵。”俏牛儿牧业质量总监易万炳说，公司
将牛舍改造，下方建立畜禽粪便发酵床，用
糠壳、粉碎秸秆和发酵菌进行预发酵，转运
至发酵槽进行二次发酵，制成商品有机肥，
年产量达3万吨，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制造
成本不高，价格适中，很受市场欢迎。

除了市场主体的引导，有机肥广泛推
广还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今年初，财政部
下拨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专项补助
资金。同时，农业部鼓励各地加大对有机
肥应用的投入，采取贷款贴息、设立引导性
基金等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有机
肥替代化肥。

“农业部今年聚焦优势产区、核心产
区，以县为单元，选择了100个果菜茶生产
大县和畜牧养殖大县开展试点。”余欣荣
说，力争到 2020 年，全国果菜茶优势产区
化肥用量减少 20%以上，果菜茶核心产区
和知名品牌生产基地（园区）化肥用量减少
50%以上。同时，大力推广有机肥，促进产
品品质提升，100%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或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标准，提升土壤有
机质含量，有效遏制土壤贫瘠化、酸化、次
生盐渍化。

农业部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力争到2020年，全国果菜茶优势产区化肥用

量减少20%以上——

农业“减肥”，作物更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化肥施用量过多、使用不当，

不仅增加农业成本，也对生态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有机肥替代化肥，

不是完全不加选择地替代，也不是

简单地减少化肥使用量，而是平衡

有机肥和化肥的使用，让作物缺什

么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

各种养分的平衡供应。通过施用

有机肥，把过量施用的化肥减下

来，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最终达到

作物增产提质的目的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夏
粮收成怎么样？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透露，今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10.8亿斤，比
上年增产15.5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丰收了，小麦是否颗粒归仓？截至 7
月 12 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已累计收购最
低收购价小麦 692.8 万吨，其中一等 160.3
万吨、二等 507.1 万吨、三等 25.4 万吨，较
去年同期增长 63.1%，是近几年收购进度
较快、入库质量最好、增收效果显著的
年份。

河南素有“中原粮仓”之称，是全国的
产粮大省。但是，按照传统方式储粮，面临
着效率低、损失大等风险，怎么才能更好地
保障粮农的权益呢？

“今年 5 月底就做好收购准备，及时启
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真正解决粮农卖
粮难问题。”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韩建

峰说。在郑州东区中储粮大厦的集控监测
室，通过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工作人
员动动手指就可以查阅河南各地粮库粮食
的体积、质量、温度、湿度等实时信息。

粮食的储藏，对温度、湿度、水分都有
极高的要求。在新郑市新港直属库 23 号
平房仓，保管员王大鹏每天都要把粮仓内
外的情况变化记录在案，通过可追溯的、严
格的流程管理，最大限度保证粮食质量。

库区内的 10 个大型圆柱建筑物引起
了记者的兴趣。“这叫做浅圆仓，每一幢粮
仓内径 25 米，檐口标高 27.9 米，单仓设计
容量平均 9800 吨。”新港直属库副主任玄
惠民介绍，与传统平房仓相比，同样的占地
面积，浅圆仓装粮要比传统仓多 4 倍到 5
倍，“这些现代型粮仓一改传统粮仓占地面
积大、容量小的缺陷。并且，每个仓内还配
备了国内先进的智能管理系统，整个操作

几乎不需要人工”。
在新港直属库，质检员袁颖告诉记者，

收粮期间需要眼睛距离样品大约 20 厘米，
在强光下用镊子把盘子里的每一粒小麦过
两遍，遇到有霉头的小麦，则用裁纸刀破
开，确定内胚是否变质。“质检是第一步，只
有用心，农民才能放心。”袁颖认真地说。

制卡、质量检验、磅房称重、卸车入库、
过磅除皮、结算付款，工作人员坚持走好每
一步，有序收购、不抢购、不抬价、不出现

“转圈粮”，真正做到让粮农卖“明白粮”“放
心粮”“舒心粮”。

在粮仓门口，还未看到仓内储备的粮
食，一股麦香便扑鼻而来。走进粮仓内，收
进的小麦被工作人员细心照料着，粮面被
精心地压盖过，“粮面压盖是我们把科技手
段应用到粮食储存的一个部分，通过粮面
压盖，各个粮仓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储存空

间，有力地减少了空间浪费，能够多储粮。”
玄惠民说。

给储备的粮食 VIP 级服务，让粮食放
心“入住”。“仓顶有隔热板，地面是‘龟’字
形的铺设方式，屋内有一个可以旋转 110
度的窗户，这是粮食呼吸新鲜空气的关键
所在。粮仓内分布的一根根温度测量线可
以随时测量粮食的‘体温’。”仓储科科长胡
俊说，仓内采用科技储粮技术，实现了智能
通风、智能气调、智能熏蒸以及内环流控
温。比如，当仓外环境发生变化，系统就会
自动开启仓内通风和内环流装置等，来满
足仓储要求。“这样就可实现绿色环保储
粮，降低粮食保管损耗，确保群众吃上安心
粮、放心粮。”胡俊说。

新港直属库是中储粮公司在河南单体
库容最大的仓库之一。目前，中储粮河南
分公司辖有 25 家中心库、65 家分库，有效
仓容 1180 万吨。管理中央事权粮油超
4000 万吨，其中近 80%的粮食以委托和租
赁的方式存储在 1800 多个地方国有粮食
收储企业和社会仓储企业。由于大力推广
应用绿色储粮技术，开展智能化粮库建设，
连续多年中央储备粮账实相符率、宜存率
均保持 100%，确保了中央储备粮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智慧粮仓让粮食放心“入住”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刘春艳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禁营近30年的河豚产
业得以解禁，这是中国河
豚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大事。”在日前举
办的“中国河豚产业健康
发展大会”上，中国渔业协
会河豚鱼分会会长钱晓明
的一席话，引起了现场嘉
宾的广泛共鸣。

在长江流域，食用河
豚的习俗已经延续上千
年。2016 年 9 月 5 日，农
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等三部委联合签发

《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
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
鲀加工经营的通知》，成为
河豚产业发展的分水岭。
根据《通知》，暗纹东方鲀
和红鳍东方鲀两大品种养
殖获有条件放开经营许
可，游走灰色地带多年的
河豚产业从此走向阳光大
道。

小小的河豚鱼背后，
隐藏着一个巨大产业。中
国渔业协会河豚鱼分会
2016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
河豚年产量约为 5 万吨，
年产值超过100亿元。在
环渤海地区及长江流域，
直接从事河豚养殖的专业
户就有 4000 余家，而整
个产业上下游从业人员逾
50 万人，产业链条覆盖种
苗、养成、技术服务、饵料
供应、冷链运输、渔业设施、酒店餐饮等环节。

除了肉质鲜美，令人生畏的河豚鱼毒素还是
昂贵的科研原料。作为神经生物学和生理学研究
极具价值的工具药，高纯度河豚毒素在临床应用
上也越来越广泛。河豚产业发展前景被企业看
好，同时爆发出强大研发创新及规模化生产能力，
让金融投资机构也看到了美好的“钱景”。

保险是第一个进入河豚产业的金融细分领
域。据了解，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已与江苏中洋集
团合作，携手打造中洋鱼天下安全保险网。“我们
联合推出的‘食责险’，以被保险人对食品安全事
故受害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
险，能够为食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
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风险保障。”江苏中洋生态鱼
类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杨阳说。

目前，江苏中洋集团、大连天正实业、唐山海
都水产等5家企业是首批通过了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认证的河豚加工企业。作为国内河豚鱼
养殖加工规模最大的企业，江苏中洋集团还率先
实现了企业产品全程可追溯，每条“中洋”无毒河
豚鱼都拥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喷码，只要轻扫
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便可查询到所购河豚鱼从
养殖到加工到冷藏物流及销售阶段的相关资料。

河豚鱼“解禁”之后，行业发展面临着重新洗
牌。中国渔业协会会长赵兴武表示，中小养殖企
业将被逐渐纳入规模化养殖基地的管理中，未来

“公司+基地+养殖户+标准化”的模式将成为主
流，不符合规定的将会被淘汰出局，符合规定的即
将壮大。在消费端，河豚鱼及相关产品也吸引了
天猫、京东、盒马鲜生、本来生活网等生鲜电商进
行全面合作，河豚鱼及相关产品正越来越多地进
入消费者视线。

“河豚产业迎来政策利好，但也容易刺激盲目
扩张，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区
域差别，分类指导，切忌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
老路。”钱晓明表示，河豚产业健康发展，离不开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生产环节突出科研开发、种质种
苗、水源环境、营养饲料、渔业设施等重点；加工环
节突出原料把控，产品开发，监控质量，要以市场
为引导，开发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产品；市
场环节要突出冷链物流，解决水产品进入最终消
费者的“最后一公里”。

“未来，河豚产业存在着无限发展可能。”对于
河豚鱼产业发展，业内外都给予了热切的期盼，正
如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李书民所言，中
国河豚产业不仅留存了珍稀物种，提供了百姓餐
桌的美味，而且在自我发展中为中国渔业现代化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食品安全树立了榜样。

百亿河豚产业面临重新洗牌

本报记者

顾

阳

江西新干
县农飞生态庄
园组织员工将
处理后的农家
肥施于苗木。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湖北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柑橘示范园采用“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的方式
浇灌柑橘树，收获的果实更甜美。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本版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初秋时节，正值“药材之乡”安徽省亳州市地
产中药材白芷的采收期。亳州是著名的中药材集
散地，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12 万亩，已形成
800多个中药材种植专业村（庄），药材种植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图为华佗镇邢
阁村的药农在采收白芷。 刘勤利摄

“药材之乡”采收忙

有机肥的主要来源有禽兽粪便、
作物秸秆、豆粕、棉粕等。中国农民一
直有使用有机肥的传统，开展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传统农业的回归

与化肥相比，有机肥生产的人工
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比较高，使用量比
化肥大，真正高质量的有机肥价格并
不便宜，导致很多农民不愿意使用有
机肥

除了市场主体的引导，有机肥广
泛推广还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专家
建议，要结合农业补贴来充分调动农
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应用有机肥、参与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积极性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