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杰贤 本报记者 刘一明

三十刚出头的刘颖，现任广西柳州市柳
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是一名具
有丰富经验的兽医专业科技干部。

自 2019 年 2 月 18 日在广西北海市发生
非洲猪瘟疫情后，柳北区非洲猪瘟疫防控情
势就越发严峻，刘颖积极投入到非洲猪瘟疫
情防控战斗中，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第
一线，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全力以赴带领疫
控中心工作人员全覆盖开展疫情排查、监测、
消毒灭源、卡口封堵、泔水管控等工作。

为确保全区防控工作实施集中统一指
挥，刘颖根据传染病的三大预防原则：控制传
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群体，结合柳
北区实际情况，及时制定了《关于印发<柳北
区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文件，让各级部门深刻认识到做好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积极应对，科学处置，
全力以赴进一步准确把握防控工作的五条主
要措施。

对于刘颖来说，“白+黑”“5+2”是工作
的日常，为了加强动物防控工作的监督、检
查、对巡查中发现异常情况，按程序及时、规
范处置，并按技术要求采样送检，加班加点
完成了各项任务，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刘颖
累计排查养殖场 2299 次，散养户 1812 户，排
查生猪 106.9899 万头，监测血样和环境样品
1000多份。

近年来，刘颖始终牢记把动物防疫、检疫
和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位，牢牢地掌握工作
的主动权。通过共同协作努力，确保了应免
率、耳标率、档案率三个100％，群体免疫抗体
监测合格率达70%以上。同时还注重宣传发
动做好畜禽消毒灭源、驱虫保健、养重于防的
专业性技术咨询指导服务等安全生产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防检和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的工作作风。确保辖区内全年“二无
发生”即无重大动物疫情和无动物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发生，有效地控制疫病流行发生，把
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把经济损失控制到最低范围，并顺利通过
自治区、柳州市检查验收，为养殖户筑上“安全生产防护墙”，为畜
牧业增效，农民增收，服务“三农”发展“三农”。

2018年9月的一个下午，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沙塘镇一养殖
户跑到柳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找到刘颖，报告了其养猪场
种有十多头猪突然出现皮肤体表发红、耳朵发绀、尿液棕红、食欲
低、腹泻、行走摇摆、嗜睡、有1头母猪、3窝未断奶仔猪、3头育肥猪
死亡等病情。刘颖二话不用，背上工具箱，赶赴猪场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采集病料、剖检、临床诊断、开方、会诊、凭着多年的临床实战
经验，经十多天治疗观察，终于把病情控制住了，为养殖户挽回了
五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工作近十年来，刘颖为养殖场（户）治疗好畜禽不计其数。望
着真心努力救治后，而又活蹦乱跳的畜禽，养殖户由几乎满眸绝望
变成满眸收获希望的眼神，由乌云的脸鹏转为灿烂的笑靥，美得几
乎窒息了人的呼吸。此时，刘颖主任所有艰辛的付出，都是多么的
值得。心中涌动着责任之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致富的阳光
洒向全区乃至柳州市、河池市、桂林市、来宾市、南宁市辖区县乡的
广大养殖户，使他们在致富的大道更稳步前行。

刘颖对记者说：“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就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
就是对人民的负责，就是对家庭的负责。我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把责任扛在肩上，为决胜非洲猪瘟而不懈奋斗。”

变迁·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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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保安全

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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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期“变迁”系列报道聚焦种植基地，看洛川梦之果苹果专业合作社是如何将畜禽粪污资源发酵利用，如

何通过“四种模式”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减少劳动力，提升果园管理效率，有效治理土壤板结，改良土壤环境，
不但种出的苹果甜度高、个头大、色泽鲜艳、口感更好，还减轻了因过量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

一场提质增效的“地下革命”
——陕西洛川梦之果苹果专业合作社“替肥”推广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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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文/图

四月的陕北，山花烂漫。走进陕西洛川县，
一望无尽的苹果园花开成海，初蕾嫣红，花朵轻
盈，芳香四溢，沁人心脾。花海间，来回穿梭的
是果农的身影，正在为促花促果辛勤地劳动着。

4月13日一大早，洛川梦之果苹果专业合
作社社员穆小记就来到果园，给果树渗灌液体
有机碳肥。“现在果农都意识到了，不论苹果行
情怎么起伏变化，只要生产出好果子，都能赚
钱。”合作社理事长孟列芹说：“老穆的园子就
是个典型例子，这几年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
苹果品质、商品率大大提升，去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洛川县是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的世界最
佳苹果优生区和中国苹果优生区的核心地
带。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洛川
苹果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全县 64 万亩耕地
就有 53 万亩是苹果。目前，洛川种植面积接
近饱和，到了需要依靠高质量发展来增加苹果
产值的发展阶段。

洛川县委书记王明智说：“在洛川苹果产
量、种植面积均已达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实施
有机肥替代化肥是进一步提升洛川苹果品质
的一项有效保障措施。”

从多施化肥向多施有机肥转变

对果农而言，提质增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前些年，果农更加注重的是果园园艺技术

的提升，通过“大改形、强拉枝、减密度”等关键
技术的推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果园“地
上革命”，果园的管理走向了科学化的路子，使
苹果品质有了质的飞越。

而在地下，自从化学肥料取代了传统的农
家肥，再到逐年增加复合肥使用量，苹果产量
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果农也跟着化肥的
投入增加而实现收入的增加。

然而，近几年果农慢慢发现，苹果的味道
没有以前好了，并且无论如何多增施化肥，都
难以提高苹果产量，并且果树问题层出不穷，
长势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投入越来越多，有的
人甚至一亩果园施肥达 3000 元以上。但是，
效果却越来越不尽人意。

“究其原因，农家肥、有机肥施入太少，很
多果农甚至多年不施有机肥，一味加施化肥用
量。”孟列芹告诉记者，以前合作社大多数果
农，一亩地有机肥施用300-600斤不等（ 一棵
树 10 斤左右），有的甚至更少甚至不施，而化
肥一亩地用量高的达 800 斤左右（一棵树
15-20斤）。

化学肥料只能提供作物生长需要的无机养
分，长期、过量施用已经对土壤造成破坏，使土壤
板结恶化，导致根腐严重，养分供应不足，树体衰
弱。化肥所含养分种类单一，长期施用容易造成

土壤和果品中的养分不平衡，土壤有机质含量
低，影响果品品质，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

“一定要少上化肥，多上有机肥……”洛
川县苹果生产办主任屈军涛在每年的春节果
园管理培训现场讲解时，总是这样反复叮嘱果
农。“有机肥施入土壤后，可以有效根除板结，
改良土壤环境，增强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在
干旱的情况下，能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施用
有机肥的苹果，果树生长好、抗病性强，每亩能
提升 5%-10%的产量，结出的苹果甜度高、个
头大、色泽鲜艳、口感更好。”

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号召下，洛川果农
逐渐意识到有机肥的重要性，从多施化肥向多
施有机肥转变，展开了一场提质增效的“地下
革命”。

“四种模式”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

过去，洛川塬上家家户户都用人畜粪便制
作农家肥，用秸秆沤草肥，可随着种植规模的
扩大和种植习惯的改变，果农们普遍习惯了使
用化肥。很多果农觉得，施了这么多年化肥，
苹果产量噌噌往上涨，如果改用有机肥心里没
有底，老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有的农民说“不会用”，有的农民则“不愿
用”，“堆沤有机肥，要粉碎搅拌、堆积发酵，又
脏又臭，费工费时，化肥就省事多了，直接去农
资店里拉几袋就行。”有的农民说“不敢用”，

“有机肥劲不足，见效慢，施用成本高，短期内
还可能影响产量。”

为了转变果农的思想观念和种植习惯，洛
川县果菜茶（苹果）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从
2017年7月份开始建设以来，主要由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肥料企业试点示范推进机肥替代化
肥工作，通过“有机肥＋配方肥”“有机肥＋水
肥一体化”“果—沼—畜”“果园生草＋种植绿
肥”四种模式进行替肥推广。同时，鼓励并支
持其他非试点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

“生产统一管理、物资统一调运、技术统一服
务、销售统一包销”的“四统一”管理方式，扩大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施范围，带动和影响周围
果农实行有机肥替代化肥。

洛川梦之果苹果专业合作社在全国“果菜
茶（苹果）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支持下，2018
年基地果园每亩施有机肥达到 1000 斤（每棵
树 20 斤），同比 2017 年增长了 30%。2019 年，
合作社再次参与实施了全国“果菜茶（苹果）有
机肥替代化肥项目”700 亩，基地果园每亩施
用量提升到1200斤（每棵树24斤）。

“基地有机肥连续两年的大量投入，使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 0.1%，果园的投入同比
降低了 30%左右，苹果品质得到了明显的提
高，体现在果个大小、苹果颜色、亮度、硬度、含
糖量以及可溶性物质等方面。”孟列芹说。

在看到施用有机肥带来的经济效益后，洛
川县的果农们纷纷自发地开始使用农家肥、有
机肥。几乎在每家每户的果园里，都能看到用
苹果树枝沤有机肥的发酵池，很多果农自发购
买枝条粉碎机。

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张军旗说：
“把羊粪、鸡粪、猪粪等禽畜粪便，与粉碎后的
农作物秸秆和树枝相混合，进行发酵生产的有
机肥，肥力高、效果好，对果农来说是非常不错
的选择。而且合理施用有机肥，不仅有助于改
良土壤、提高苹果品质，还能减轻因过量使用

化肥而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

省力化施肥成为发展趋势

“在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同时，还要注
意平衡果树营养，及时给土壤补充果树所需的
各种营养元素。”据孟列芹介绍，合作社引进中
国农资测土配肥技术，在交口河镇北安善村建
成了标准化验室、中农配肥智能设备，从 2017
年秋季开始，落实一户一测土，一地一配方方
案，以测土数据为指导，带动果农增施农家肥
和有机肥，减少化肥的投入。

随着科学化施肥，有机肥的用量保持10%
左右的增加，化肥用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合
作社果园的投入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据了
解，有机肥平均一亩地上 800 斤左右（一棵树
上15斤左右），化肥一亩地300斤左右（一棵树
5-6 斤），对比此前，一亩地有机肥提升 20%，
化肥减少30%-40%。2017年春季到2020年春
季，观察果树根系发现明显改变：根系修复效
果明显，毛细跟生长旺盛，树势健壮，苹果品
质、各指数都有所提高。

随着园艺管理技术的提升，如何减少劳动
力，提升果园管理效率是果农关注的重点。因
为洛川果园劳动力在逐年减少，且老龄化严
重，导致劳动力严重缺乏，很多果农每年不能
按时施肥进地。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难题，洛川梦之果苹果
专业合作社购买了履带自走式施肥机，开展省
力化施肥探索。据孟列芹介绍，一般施基肥的
人工费，每亩在300元左右，合作社收取20-50
元/亩的费用，一亩地节约 250 元以上。机械
施肥的运用，大大提高了果农施肥效率，降低
了劳动成本。

与此同时，合作社自2017年3月开始，就
在全县范围大力推广肥水一体化，给果园安装
滴灌，这样既解决了果园灌溉难题又解决了精
准施肥问题。

“安装一套滴灌系统，每亩地只需投入
350 元，不人为破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7-8 年
的时间，而且由合作社统一配施液体有机肥，
有机质含量高达200-450g/L，亩施100公斤左
右，有效减少了肥料使用量，提高了生产效
率。”孟列芹说：“截至目前，在全县共推广安装
了5000多亩滴灌，80%以上都投入使用。对于
改良土壤，修复根系，提高苹果品质，提高产
量，起到了积极的、明显作用。”

目前，洛川梦之果苹果专业合作社在全县
5 个乡镇共建立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3 个
1000亩，全面配套应用各项新技术，示范园亩
产量平均 5600 斤，较往年提高 15%，亩增收
1500-2000 元。“今后，合作社将进一步扩大

‘肥水一体化’和‘测土配肥’技术推广，带领果
农早日实现苹果生产管理节约成本、提质增效
目标。”孟列芹说。洛川果园安装滴灌现场。

□□ 常艳 嵇奕华

戴上口罩、手执注射器、动作麻利准确……
四月底的一个上午，安徽省望江县漳湖镇日星村
里，身着防护服的动物防疫人员正在上门上户，
进行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春季动物防疫是实现动物产品稳产保供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于年均存栏家畜1.2万头、家
禽 187 万羽的漳湖镇来说尤为重要。然而随着
畜牧业发展、规模养殖比重的增加等原因，原有
以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主体的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为此，漳湖镇动物防
疫社会化服务开始试点。

打破了村级防疫员的“铁饭碗”、提高了基层
防疫员待遇、明确了责任、制定了奖励办法，漳湖
镇动物防疫工作效果明显。

防疫消毒 镇不漏村 畜不漏针

“动物防疫做得好，我们养殖户的收益才
高。”聂亚富说。

聂亚富是望江县漳湖镇日星村三组村民，也
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今年养了 3000 只鸭和十几
只鸡苗，每年动物防疫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头等大
事。上午9时，漳湖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程傲
宇和动物防疫员张法文等三人走进聂亚富家，对
他家养殖的家禽进行第四针禽流感疫苗的注射。

三人分工协作，注射、协助、统计，一个小时，
3000 只鸭和十几只鸡苗的防疫工作就完成了。
紧接着，他们又到日星村聂日望、郝贵宝等散养

户家中继续开展动物防疫工作。
“春季动物防疫是分批分时间进行，一般情

况下需要打四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针，注射
禽流感疫苗了。目前我们在整村推进，今天要将
日星村的动物防疫工作结束。”张法文说。

春季是动物防疫的关键期。自从春季动物
防疫工作开始以后，程傲宇和同事就特别忙碌，
每天都带上装有疫苗和针具的冷藏包，为辖区
内村民饲养的家畜注射口蹄疫疫苗，为家禽注
射禽流感疫苗，同时督促养殖户对各类圈舍进
行消毒。

“我们现场主要负责统计和档案整理，但如
果防疫员忙不过来，我们也会帮忙，一起进行防
疫工作。”程傲宇说。

望江县漳湖镇是一个养殖大镇，年均存栏家
畜 1.2 万头，家禽 187 万羽。如果防疫质量得不
到保证，将直接影响到该镇畜牧业健康发展。

笔者在漳湖镇畜牧兽医站了解到，为切实做
好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有效控制春季动物畜禽疫
病的发生和流行，该镇先利用微信群、宣传册等
方式积极开展宣传，同时组织村级防疫员通过现
场及视频学习动物防疫操作技术规范，要求防疫
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操作。防疫员在上门
时，严格做好防疫消毒，不打空针、飞针，严格做
到“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
确保防疫工作质量。同时，对各大养殖户畜禽存
栏、出栏、免疫情况做好记录、形成完整的登记。

“漳湖镇辖区内 7个村现存栏 72万羽家禽、
1000 余头家畜，开展分类疫苗注射，预计 4 月底

可全面完成春季动物免疫工作。”张法文介绍。

打破“铁饭碗”激发创造性

张法文除了是村级动物防疫员之外，他还有
另外一个身份——望江县新漳河养殖技术服务
专业合作社法人。2017 年，该合作社作为漳湖
镇动物防疫工作第三方服务机构，与漳湖镇政府
签订服务协议，探索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试点。

漳湖镇畜牧兽医站站长程群告诉笔者，过
去，漳湖镇动物防疫工作以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主
体，但随着畜牧业发展、规模养殖比重的增加、散
养畜禽的减少、畜禽病种增加，动物防疫工作要
求更加严格，以原有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主体的基
层动物防疫体系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此外，村级动物防疫员存在年龄老年化、文
化程度偏低、待遇低、任务重、工作环境条件差、
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较低、队伍规模日益萎缩、
工作积极性不高等情况，造成了动物防疫密度达
不到要求，防疫质量得不到保证，直接影响到畜
牧业健康发展。

“漳湖镇是安徽省‘青年鸭之乡’，年存栏家
禽超过180万羽，但我们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名额
只有8人。而这8人中，有人年纪偏大。此外，以
前动物防疫员是固定的，就像‘铁饭碗’，时间一
长，个别防疫员工作变得不负责任。”程群介绍。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试
点启动。由新漳河养殖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组织人员，对全镇动物开展防疫工作，由漳湖
镇畜牧兽医站对动物防疫工作全程监管，由望江

县畜牧兽医局负责考核验收。
张法文介绍，社会化服务后，第一，打破“铁

饭碗”。合作社根据需要通过择优选用的方式
自主聘用防疫员，淘汰责任心不强、技术能力差
的防疫员，实行防疫员工资与防疫实绩挂钩、多
劳多得、按劳取酬。第二，村级动物防疫员待遇
方面提高了。除原有中央、省级和县级配套的
基础上，乡镇畜牧兽医站从乡镇政府拨付的防
疫经费中配套，聘用的动物防疫员平均防疫年
收入由试点前的 3600 元/年左右提高至 9800
元/年左右，另增加了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调
动了动物防疫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
若全年动物防疫工作经县级考核验收位列全县
第 1、2、3 名，再分别奖励 5000 元、3000 元、2000
元给合作社。待遇提高了，责任明确了，动物防
疫效果明显提升。

根据漳湖镇畜牧兽医站统计，试点第一年，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随机抽样
免疫抗体群体合格率同比提高10%以上，猪、牛、
羊、禽死亡率同比下降3%，应免密度达到100%，
并全部超过农业农村部规定的水平。

“试点后，我们转向负责督导检查、统计数
据，使全镇养殖规模的数据更加清晰化。此外，
我们通过进村入户，及时观察到不同季节养殖
户的养殖状况，在服务的同时，协调防疫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有力促进防疫工作的开展。”程
傲宇说。

“现在开展动物防疫工作人员都是上门入
户，工作很仔细，我很满意。”养殖户聂亚富说。

明确责任 提高待遇 打破“铁饭碗”

安徽望江试点防疫社会化服务

山西省今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将达到77%以上

近日，笔者从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根据《山西省 2020年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今年山西省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以黄河、汾河流域为重点，加强政策扶持力
度，加强技术推广力度，加强措施保障力度，坚决补上畜禽养殖环
境保护的突出短板，确保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7%以上，
全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配套率达到 95%以上，大型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

《计划》指出，山西省将加强政策扶持，加大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散养户粪污处理力度、加大整县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力度、加快推进种养结合。同时，加强技术推
广，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大力推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各项标准开
展技术研究与推广。今年全省计划完成 763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建设任务。

以粪污无害化处理、粪肥全量还田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理、以
用促治、利用优先，加快推进种养结合，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
同时开展畜禽粪污轻简化处理利用技术和畜禽粪肥施用关键技术
装备协作攻关，推广滴灌施肥、机械深施等农机农艺相融合的高效
施肥技术。围绕防止臭气产生和控制臭气扩散两方面，从调控饲
料、科学养殖、除臭处理、合理施用等方面加强研究攻关。推广使
用节水式饮水器，建设漏缝地板、舍下贮存池、自动清粪、雨污分流
等设施，减少粪污产生总量。 王秀娟

山东莘县莘亭街道
畜牧专家进村答疑

连日来，在山东省莘县莘亭街道办事处，笔者看到当地组织畜
牧专家和动物防疫员进村入户为养殖户答疑解惑，交流养殖经验，
讲解猪、牛、羊防疫知识、传授良种繁育技术，并将相关资料分发到
养殖户手中。

“马技术员，去年羊又涨价了，今年又有什么好品种，给我们介
绍推荐一下……”动物防疫员马林在单庙村遭到众多村民的“围
堵”。村民们问这问那，提问不断，马林也耐心地一一解答。

据介绍，今年以来，莘亭街道办事处组织畜牧专家和36名村级
动物防疫员按照各自分管的责任区域走村入户，开展畜禽防疫知
识培训，对散养户实行集中强制免疫、规模养殖场（户）督促自免，
并规范填写免疫记录，建立免疫档案；指导养殖户做好畜禽栏舍、
养殖用具、畜禽粪便处理场所以及周边环境的消杀，切断动物疫病
传播源，着力强化消毒灭源、检疫监督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扎
实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罗新刚 钱文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