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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快递

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了解到，2020年，我国农
药出口数量（货物量）为239.5万吨，同比增长29.3%，出口金额达到
116.8亿美元，同步增长 14.6%，是近十年来农药出口的最好年份。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这一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一系列纾困惠
企政策和措施的保驾护航。

为缓解农药出口物流不畅等问题，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发布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做好春季农业
生产物资运输服务保障的紧急通知》，保障了农资运输工作有序进
行。面对农药出口行业受挫，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提高部
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提高了农药行业整体出口退税税率，促进
了农药出口贸易。截至2020年年底，农药行业共新增出口退税1.59
亿美元。在农药出口登记遭遇瓶颈的情况下，2020年2月，农业农村
部农药管理司及时恢复仅境外使用农药的出口管理措施；2020年6
月，农业农村部及时出台农药仅限出口登记政策。截至2020年年底，
仅境外使用农药产品共出口14.7万吨，5.9亿美元，占当年出口增幅
的27%和40%。由于农药出口申请时间长，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加
紧优化农药进出口通知单申请系统，发布了《关于做好农药进出口通
知单无纸化申请工作的通知》，从2020年3月9日起实现农药进出口
通知单无纸化申请功能。据测算，2020年当年就为企业节省了近200
万元的邮寄费用，缩短了2到3天的办理时间。 本报记者 孙莹

多举措保障 农药出口迎十年最好

一家致力于腐植酸钾复合肥研发、生产与推广的复合肥企
业——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连续五年推出“养土、增产、提
质”系列产品，跑出了行业加速度。2020 年，在河南商丘召开的
第二届中国腐植酸钾复合肥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腐植酸工业
协会授权拉多美免费使用腐植酸“HA”商标。农业农村部耕地
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与拉多美达成协议，建议在全国 100 个县的
100 种作物上开展“墨翠”4.0 肥效试验，为腐植酸钾肥料培育地
力、改良土壤、服务现代农业，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拉多美掌握了腐植酸钾高塔复合肥生产的核心关键技术，对
“墨翠”腐植酸钾进行了两次升级，实现“墨翠”4.0产品营养与功能
更加完善与强大。2018年，拉多美提出了“养土工程中国行”行动，
在全国22个省举办了近200场“养土工程”公益行活动，教育、引导
农民使用绿色、生态、环保高效肥料。针对土壤超负荷连年耕作与
长年不合理施肥，出现的“板、馋、贫、浅、酸、咸、脏、杂”八大难题，
拉多美从产品维度开展攻关，推出“养土八道大餐”，研发出腐植酸
钾“墨翠”4.0产品，并通过种植解决方案，开启施肥、种植新模式。

腐植酸钾墨翠 4.0产品在高塔工艺基础上加入了高活性的腐
植酸钾，由于有腐植酸钾的存在，实现了该产品具有修复土壤、调
酸调碱之功能，成为拉多美“养土工程”中国行的有效载体。“墨翠”
系列产品三年来累计推广达 30余万吨，与传统肥料相比，在施肥
减量 20%的情况作物仍有增产，还能有效提高农产品品质。2019
年，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组织全国十大腐植酸肥料评选，“墨翠”产
品位列其中。 王军

拉多美致力于为农业增效添绿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农民抢抓农时，进行瓜菜的育苗、
移栽、管护、采收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图为在该
区正午镇吴寨村大棚番茄种植基地，农民驾驶着微型旋耕机整地
施肥，准备移栽番茄苗。 宿飞 摄

“人不吃饭瘦成猴，苗不吃肥产量愁”，因此，
“人要饭养，苗要肥长”。当然，和人吃饭“七分
饱”一样，作物吃“化肥”也需要吃得健康，既不能

“因噎废食”，也不能过犹不及。“不吃”化肥的水
稻生长缓慢，个体瘦小，自然导致产量低下，营养
成分不足；而“吃多了”的水稻虽然个头够大，但
是体弱多病，贪青晚熟，最终影响籽粒产量与品
质作物品质的下降，还可能会导致动物或潜在消
费人群的健康问题。

适宜的肥料用量。任意一种必需养分在农
作物的品质形成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养分缺乏或
过量都无法生产出高产优质的农产品。因此，

“适宜”的养分供应是改善农作物品质的关键。
比如，适量的氮素供应能提高茶树新梢中游离氨
基酸、蛋白质、水浸出物和叶绿素的含量，能够改
善绿茶品质。

匹配的养分形态与资源种类。同种养分
存在的形态不同，对农作物品质的影响也存
在差异。以氮素为例，其主要以铵态氮和硝
态氮的形态存在。植物对铵态氮和硝态氮的
吸收及代谢机制不同，多种植物在只供应铵
态氮时易产生铵毒症状。例如，黄瓜在供应
铵态氮的条件下，叶片发黄，根系发育受阻，
长势较差，而在铵硝比为 1∶1 供应条件下生
长状况最好。需要注意的是，在营养液栽培
条件下不同形态氮素对作物生长和品质的影
响差异较大，而在土壤生长条件下的差异，在
短期内通常不明显。因此，通过改变氮素形
态调控作物品质的措施主要应用于营养液栽

培条件下的作物。
此外，含有同种养分元素的不同种类肥料，

由于其副成分的不同，也可能会对农作物的品质
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施氯化钾相比施硫酸钾
可使蔬菜中硝酸盐含量更少，但是氯化钾中含有
氯，会对葡萄、西瓜、茶树等忌氯作物的品质产生
不良影响。

合理的养分管理方法。养分管理方法不当，
会影响养分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造成养分的损
失与有效性降低，从而减弱其改善作物品质的作
用。因此，采用合理的养分管理方法也是改善作
物品质的重要途径。

首先应改变养分供应时期，调整肥料分配
比例。农作物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不同，
改变肥料在不同生育期的施用配比可以有效改
善作物品质。以小麦为例，“前氮后移”技术通
过提高小麦中后期施氮比例，在增加小麦产量
的同时提高强筋小麦籽粒中蛋白质含量，进而
改善强筋小麦的烘烤品质。但是，“前氮后移”
技术也需因品种而异，其对于不同筋型小麦蛋
白质含量影响不同。

其次要改变施肥方式。施肥方法可以影响
肥料养分的有效性以及作物对养分的吸收与利
用状况。例如，相比于表面施用，水稻氮肥深施
能够减少氮素损失，增加吸氮量和籽粒蛋白质含
量。锌、铁、铜、锰等微量元素易被土壤固定，而
通过根际施肥的方法，有助于改善逆境土壤条件
下的作物微量元素养分缺乏。

注意养分间配合。应根据不同养分对某

一品质指标的影响程度，将其分为“主要”因
素和“次要”因素。作物生长受土壤中相对含
量最小的养分限制，如果无视这种限制因素的
存在，即使继续增加其他养分也难以再提高植
物的产量及品质。最小养分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种最小养分通过施肥而得到满足后，另一种
元素就可能成为新的最小养分。例如，氮素通
常是限制水稻生长的“主要”营养因子，而当
氮素供应量得到充分满足后，其影响作用可能
要小于磷、钾养分，成为“次要”影响因子。除
了大量元素，在某些条件下，中微量元素在调
控作物品质的特定性状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施硫能提高小麦尤其是强筋小麦制成
面粉的延伸性以及弹性。此外，小麦制成的面
包体积与土壤硫素含量以及硫肥用量密切相
关。施硫表现出增大面包体积的作用，且烘焙
品质对硫肥的响应远大于产量对硫肥的响
应。合理施用锌肥不仅可以增产，还能够提高
农产品中锌含量，生产富锌产品，改善人体健
康、增强免疫力。

有些时候，一种养分不利于改善品质，但其
他某种养分却有利于改善品质。利用这一点便
可以有效调控作物品质。例如，增加氮的供应量
会增加农作物的硝酸盐含量并减少糖和维生素
C等的含量，而在供应氮的基础上增施钾肥可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供应高氮对品质指标的不利影
响。不同养分的肥料互相配合施用也可以改善
农作物品质。比如氮肥和磷钾肥配施既可提高
甜玉米产量，又可增加籽粒糖含量，有效协调产

量和品质的关系。
由于不同的养分供应状况会对农作物的特

定指标产生不同影响，因此需考虑多种养分的
综合影响，从增产和改善主要品质性状的角度
入手，寻找最佳的肥料配合方式。例如，高氮
中钾有利于增加西瓜单产与单瓜重，中氮中钾
有利于增加维生素 C 含量，中氮高钾有利于增
加糖分含量，综合考虑不同养分配比的作用，
有助于设计出生产最佳品质西瓜的养分供应用
量与配比。

养分管理与栽培措施有机结合。栽培措施
也可影响养分管理在改善农产品品质的作用。
例如，水稻生产中适宜的栽培密度能使水稻群体
更高效地吸收氮素营养，减少氮肥损失，水稻长
势更佳。缺水条件下，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率
大幅降低，其生长代谢受到抑制，通过合理的水
肥管理（滴灌、覆膜）才能提升作物品质。水果生
产中常采用套袋等农艺措施，其在洁净果面、预
防果锈、改善果实色泽、降低果实裂果率、增加单
果重的同时，却降低了果实中钙和镁等元素的含
量。因此，在套袋条件下，必须重视钙素等肥料
的施用，改善果实的贮藏品质。

总而言之，“两减”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减”
的背后是“不减产”，“减”的目标是“增效益”。因
此，“减肥”的核心应该是“科学施肥”，而不是从
一个极端（过量施肥）到另一个极端（不施肥）。
我们只有用“烹小鲜”的细心，给作物整一桌科学

“减肥餐”，人们才能真正吃到餐桌上优质健康的
美食。

肥是庄稼宝 施足又施巧

“减肥”的核心是科学施肥
南京农业大学 郭世伟 郭俊杰 刘正辉 季煜 王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张群峰

新春将至，在人们纷纷购买年货的时候，山东省阳谷县西湖镇农民早早开始为土地置办“农
资年货”，购买化肥、种子、地膜等，为来年春耕生产做准备。目前，全县已储备化肥、种子、地膜
等农资1000余吨。图为该镇农民在为土地置办“化肥年货”。

陈清林 刘月洁 摄

□□ 刘志军 冯骎

近日，在湖南省祁阳县白水镇到福桥村天
子龙蔬菜合作社胡萝卜基地里，数十名农户正
在忙着收割、装袋胡萝卜。

村民刘花香在基地里种植胡萝卜已有十年
了，每月都有固定收入 2000多元。去年基地引
进了水肥一体化项目，灌溉施肥全程都实现了
机械自动化。虽然农活比以前少了不少，但收
入还是和以前一样。“现在种萝卜越来越科学
了，以前放水做事都要人去操作，现在全都是机
械化了。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种萝卜也越
来越轻松了。”如今，刘花香感叹种胡萝卜比以
前轻松了很多。

2020 年 7 月，天子龙蔬菜合作社投入资金
330多万元，建成了水肥一体化项目、互联网监
控、节水灌溉管网等项目。如今，每亩蔬菜地每
年能节约各项成本500多元，整个基地每年可节
约各项成本 30多万元。同时，天子龙蔬菜合作
社协同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调优结构减量，让农
业生产向精准化、生态化转型升级。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现代农业新兴的一种节

水灌溉技术，可以按照作物的生长需求进行肥
料与灌溉水的配比，将混合液通过管道输送到
田间，以滴灌的方式输送给作物。同时，根据作
物量身定制，精准灌溉和施肥，从而达到节水节
肥、省时省工、改善土壤环境、减少虫害发生，让
作物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都能保持在需水的最佳
状态，提高作物的品质。

“如果出现故障的话，就不能正常运行，就
会达不到产品预期的效果。水肥的纯度达不到
的话，产品质量也就不会那么好。”在机房，技术
员王爱丽正忙着给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做维
护。每次使用前，王爱丽总要细心检查设备运
转情况，确保灌溉系统能够精准灌溉到位。

“我们合作社将加大力度，对当地老百姓
和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并且要引进现代、先进
的管理办法，使合作社继续增产增收。同时，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合作社将继续扩大
蔬菜种植规模，带领更多的百姓奔小康。”天子
龙蔬菜合作社负责人李德纯表示，在发展生产
的同时，利用农业种植新技术、新设备，推动农
业节本、提质、增效，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和绿色
可持续发展。

湖南省祁阳县白水镇到福桥村：

水肥一体化成农业转型新动能

□□ 田春雨 本报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近日，中国（驻马店）畜牧机械产业技术发
展大会在西平县召开，与会领导和专家高度评
价西平县畜牧机械产业发展态势，一致认为西
平县畜牧机械产业集群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乃
至全国畜牧养殖业朝着集约化、自动化、智能
化、生态环保化方向发展，为畜牧养殖业现代
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西平县以畜
牧机械制造传统优势为基础，把畜牧机械设备
制造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
业大力发展，坚持用产业化思路、全产业链模
式，着力促进畜牧机械制造业升级转型，实现
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叫响了“畜牧机械、
西平制造”的好声音！

培植厚土，“小作坊”蝶变“世
界工厂”

该县畜牧机械产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
历史渊源和文化优势。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该县 107 国道沿线分布大大小小的畜牧机械
设备制造企业多达 40余家，全县从事畜牧机
械制造行业的人员众多，生产的养鸡设备更是
远近闻名。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西平传统畜
牧机械制造要围绕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向高端转型升级，打造西平制造
新形象！”该县县委书记聂晓光如是指出。

产业集群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所在。
为此，该县高标准规划和建设了占地面积1400
公顷的国际畜牧机械产业园和河南省畜牧机
械产业园两个园区。目前，在国际畜牧机械产
业园，已有法国新技、荷兰多赛、西班牙埃克凡
等5家欧洲行业巨头入驻；在河南省畜牧机械
产业园，以万华畜牧、金凤牧业、瑞航农牧、金
牧人等为代表的 20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抱团
集聚发展，形成了“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的可喜局面。

转型升级，更是让西平县畜牧机械产业跃
上“龙门”。该县通过机器代人工程，初步实现
企业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同时，先后
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韩国等国际知名
企业，开展全球战略合作，引入先进的国际智
能化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

如今，该县年产畜牧机械设备达5000万台
套，并出口到欧洲、非洲、东南亚等38个国家和
地区。西平县国际畜牧机械产业园被科技部评
为“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畜牧机械产业
集群被省工信厅评为“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并
成为全国最大的畜禽养殖设备生产基地。从最
初的“小作坊”到如今发展成为响当当的“世界
工厂”，该县畜牧机械产业实现了华丽转身。

龙头引领，“老字号”实现凤凰
涅槃

在河南金牧人畜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一排排智能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在焊
花四射中，数千平方米车间里只有十几名工
人盯着电脑显示器……金牧人智能化机器人
生产车间，只是西平县加快推进本土畜牧机
械龙头企业向“智造”迈进、向“高端”升级的
一个缩影。

“要发挥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用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凤凰涅槃，努力打造西
平制造竞争新优势！”西平县委副书记、县
长李全喜如是定位西平畜牧机械产业发展
方向。

一场产业升级的谋篇布局，迅疾提速、密
集落子；一批“老字号”龙头企业在探索中不断
求变、迅速崛起——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金凤牧业是目前我国专业生产畜牧机械设备
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我国首家产品出口到欧
洲的农牧设备生产企业，被工信部评为“国家
级绿色工厂”，正在进行主板上市辅导；万华畜
牧博采众长，与德国芬格、法国多福瑞、韩国富
城等多个国家的畜牧装备企业开展全方位合
作，引进了自动化生产线并实现产品对外出
口；宏盛、鸿发、牧祥、牧童等20多家畜牧设备
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表现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

目前，西平县畜牧机械特色产业集群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畜禽养殖设备生产基
地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15% ，产 品 覆 盖 率 60%
以上。

贴心服务，“小棉袄”孵出“大
名牌”

加大对企业金融服务力度、出台政策措施
保企业用工、优化营商环境……西平县委、县
政府一系列服务措施，犹如冬日里的“小棉
袄”，既贴身又贴心，让民营企业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温暖。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出台各种产业政
策，及时协调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建
立河南省畜牧机械检测中心，牵头制定畜牧装
备产品行业标准，扩大影响力；加大金融服务
力度，积极为畜牧机械科创孵化园和畜牧装备
供应链产业园包装专项债券，争取资金支持。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联审联
批、多评合一审批模式和“两个零接触”“一网
通办”“限时办理”等制度，实行“保姆式”服
务，力争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落实全程代
办制，做到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
相关手续一天内完成，实现企业与职能部门
零接触。

树立“招工即招商、招工即服务”的理念，
帮助企业破解招工难、用工难问题；扎实开展

“企业服务日”活动和金企对接活动，支持主
导产业发展壮大；实行领导分包在建重点项
目责任制，建立“一小时内答复”机制，弘扬为
企业“送枕头”精神，切实为企业发展营造优
质环境。

构建产业集群 打造畜牧机械“航母”
——河南省西平县畜牧机械制造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特别关注

幼龄茶园套作机械化生产省时又省力

近日，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铁佛镇中岭村万亩茶叶基地，一
台台小巧实用型田园管理机、开沟机、起垄机正在幼龄茶园行道间
来回穿梭，锄草、耕地、施肥、开沟、播种、起垄……为提高土地利用
率，为民增收，近日该县农业农村局抢抓农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因地制宜在全县幼龄茶园行间配套种植马铃薯。

“清除缠草时一定要先把机器火熄灭了，绝不能图一时方便。”
该县农机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张锐一再叮嘱机手，“在田间转移、坡
地作业时，一定要握紧把手，防止微耕机倾倒伤人。”“开沟机和浅
旋耕耘机整机（带旋耕刀具）重量约30公斤，妇女老人都能操作自
如。特别适合茶园、果园和蔬菜大棚。”张锐介绍，“下一步我们还
将推广由微耕机牵引拖带动的收获机。”

“茶树为多年生木本植物，栽植行距较大，新植茶园需三年以
上才能封行正式投产。”茶叶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朱兆舜介绍，“幼
龄茶园合理套作玉米、马铃薯、油菜、大豆等粮经作物，既能增加粮
食产量，又能培肥地力、改善土壤墒情，兼具保湿、抑杂草功效，为
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据悉，全县有未正式投产的幼龄茶园 3.8万亩，分区适宜套作
大豆、玉米、马铃薯等粮经作物，全部采用机械化套作后，每年节约
茶园管理等劳动力每亩 3-4个人工，节约生产成本每亩 200-300
元，且出产粮油商品每年达1.1万吨。机械化套作将大幅提高生产
工效、减轻劳动强度，促进农业产业良性发展。 陈立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遭受冰冻灾害，当地农技干部积极
指导果农采取灾后剪枝、浇水、增肥等管护补救措施，促进果树正
常生长。图为该县七都乡马蹄洲村农民在管护果树。

刘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