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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冷凉春玉米区
包括黑龙江省大部和吉林省东部。
（一）施肥原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确定氮磷钾肥合理用量。
2.氮肥分次施用，或者采用缓控释肥料满足玉米中后期

氮素需求。
3.依据气候和土壤肥力条件，农机农艺相结合，种肥和

基肥配合施用。
4.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肥配合施用，秸秆适量粉

碎还田，长期秸秆还田地块适当减少施肥量。
5.重视硫、锌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6.建议玉米和大豆间作、套种或者轮作，同时减少化肥

施用量，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肥料。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基肥推荐14-18-13（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

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可采用钾
含量较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600 公斤/亩以内的可采用磷酸
二铵与尿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50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18-23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7-9公
斤/亩与尿素3-4公斤/亩配施；七叶期追施尿素9-11公斤/亩。

3.产量水平500-6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料肥23-28
公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9-11
公斤/亩与尿素4-5公斤/亩配施；七叶期追施尿素11-13公
斤/亩。

4.产量水平600-7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8-32公
斤/亩；七叶期追施尿素13-16公斤/亩。

5.产量水平700公斤/亩以上，基肥推荐配方肥32-37公
斤/亩；七叶期追施尿素16-18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2-19 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二铵 5-8 公斤/亩、基肥
尿素2-3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9-13-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23-28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550-700公斤/亩，配方肥28-37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700-800 公斤/亩，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37-41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8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41-48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二、东北半湿润春玉米区
包括黑龙江省西南部、吉林省中部和辽宁省北部。
（一）施肥原则
1.控制氮磷钾肥施用量，氮肥分次施用，适当降低基肥

用量，充分利用磷钾肥后效。
2.一次性施肥的地块，选择缓控释肥料，适当增施磷酸

二铵作种肥。
3.有效钾含量高、产量水平低的地块在施用有机肥的情

况下可以少施或不施钾肥。
4.土壤pH值高、产量水平高和缺锌的地块注意施用锌肥。

长期施用氯基复合肥的地块应改施硫基复合肥或含硫肥料。
5.增加有机肥施用量，秸秆还田量大、长期秸秆还田地

块，适当减少化肥用量；秸秆覆盖或条耕地块，适当增加种肥
中磷肥比例。

6.无秸秆还田地块可采用深松，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
肥利用效率。

7.地膜覆盖种植区，考虑在施底（基）肥时，选用缓控释
肥料，减少追肥次数。

8.中高肥力土壤采用施肥方案推荐量的下限。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5-18-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

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采用钾含量较
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550 公斤/亩以内的采用磷酸二铵与尿
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20-24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8-9公
斤/亩与尿素 4-5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0-13
公斤/亩。

3.产量水平550-700公斤/亩，配方肥24-31公斤/亩；大
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3-16公斤/亩。

4.产量水平700-800公斤/亩，配方肥31-35公斤/亩；大
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6-18公斤/亩。

5.产量水平80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35-40公斤/亩；大
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8-21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3-21 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5-9 公斤/亩、
基肥尿素2-3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9-13-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27-33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550-700公斤/亩，配方肥33-41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700-800 公斤/亩，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41-47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8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47-53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三、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
包括吉林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黑龙江省西南部。
（一）施肥原则
1.有机无机结合，风沙土区域可采用秸秆覆盖免耕施肥

技术。
2.氮肥深施，施肥深度 8-10 厘米；分次施肥，大喇叭口

期追施氮肥。
3.水肥耦合，利用玉米水肥需求最大效率期同步规律，

结合灌溉施用氮肥。

4.平衡施肥，氮磷钾比例协调供应，缺锌地块适当施用
锌肥。

5.土壤偏碱性的，采用生理酸性肥料，种肥选用磷酸一铵。
6.中高肥力土壤采用施肥方案推荐量的下限。
7.膜下滴灌种植，可适当减少底（基）肥施用量，少量多

次灌水施肥。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3-20-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

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可采用钾含量
较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600 公斤/亩以内的可采用二铵与尿
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45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19-25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8-11公
斤/亩与尿素 2-3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8-10
公斤/亩。

3.产量水平450-6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5-33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1-14
公斤/亩与尿素 3-4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0-14公斤/亩。

4.产量水平600公斤/亩以上，基肥推荐配方肥33-38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4-16公斤/亩。

5.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2-19 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6-9 公斤/亩、
基肥尿素2-3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8-14-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4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22-28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450-600公斤/亩，配方肥28-38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6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38-44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四、东北温暖湿润春玉米区
包括辽宁省大部和河北省东北部。
（一）施肥原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确定合理的氮磷钾肥用量。
2.氮肥分次施用，尽量不采用一次性施肥，高产田适当

增加钾肥施用比例和次数。
3.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增施有机肥。
4.重视硫、锌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5.肥料施用与深松、增密等高产栽培技术相结合。
6.中高肥力土壤采用施肥方案推荐量的低限。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7-17-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

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可采用钾含量
较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600 公斤/亩以内的可采用磷酸二铵
与尿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50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20-24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上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7-9
公斤/亩与尿素 5-6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1-14公斤/亩。

3.产量水平500-6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4-29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上基肥推荐磷酸二铵9-11
公斤/亩与尿素 6-7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4-16公斤/亩。

4.产量水平600-7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9-34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6-19公斤/亩。

5.产量水平700公斤/亩以上，基肥推荐配方肥34-39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9-22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3-20 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5-9 公斤/亩、
基肥尿素2-3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9-13-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50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29-36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500-600公斤/亩，配方肥36-42公斤/亩，作

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600-700 公斤/亩，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42-50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7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3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50-58公斤/亩，作为基肥或
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五、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
包括内蒙古西南部，宁夏南部，河北西北部，陕西南部和

山西大部。
（一）施肥原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确定氮磷钾肥合理用量。
2.依据气候和土壤肥力条件，农机农艺相结合，种肥和

基肥配合施用。
3.有机无机结合，增施有机肥，加大秸秆还田力度。
4.重视硫、锌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5.生长期较长可适当降低基肥的比例。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5-20-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

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可采用钾含量
较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600 公斤/亩以内的可采用磷酸二铵
与尿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45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18-23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8-10公
斤/亩与尿素 3-4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0-12
公斤/亩。

3.产量水平450-6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3-30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0-13
公斤/亩与尿素 4-5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2-16公斤/亩。

4.产量水平600-7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30-35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6-19公斤/亩。

5.产量水平700公斤/亩以上，基肥推荐配方肥35-40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9-22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2-21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5-10公斤/亩、
基肥尿素2-4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6-13-6（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4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量27-35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450-6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5-46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600-700公斤/亩，要求有 20-4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46-54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700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20-4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54-62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六、北方灌溉春玉米区
包括内蒙古东南和西南部，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和甘肃

东部。
（一）施肥原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按照平衡施肥原则，氮磷钾

比例协调供应。
2.有机无机结合，加大秸秆还田力度。
3.充分发挥水肥耦合，利用玉米对水肥需求最大效率期

同步规律，结合灌溉施用氮肥。
4.注意中微量元素的施用，缺锌地块适当施用锌肥。
5.中高肥力土壤、选用生育期较长品种时，采用施肥方

案推荐量的下限。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3-22-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

含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可采用钾含量
较低的配方肥料，单产 650 公斤/亩以内的可采用磷酸二铵
与尿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500公斤/亩以下，基肥推荐配方肥21-26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0-12
公斤/亩与尿素 2-3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0-13公斤/亩。

3.产量水平500-65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26-34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2-16
公斤/亩与尿素 3-4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3-16公斤/亩。

4.产量水平650-800公斤/亩，基肥推荐配方肥34-42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6-20公斤/亩。

5.产量水平800公斤/亩以上，基肥推荐配方肥42-47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20-23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3-24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6-12公斤/亩、
基肥尿素2-5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8-14-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500公斤/亩，控释配方肥推荐用量27-35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500-6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5-46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650-800 公斤/亩，要求有 5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46-54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8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5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54-62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七、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
甘肃大部和新疆全自治区。
（一）施肥原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确定合理的氮磷钾肥用量。
2.采用膜下滴灌种植，充分发挥水肥耦合，结合灌溉施

用氮肥。
3.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增施有机肥。
4.重视硫、锌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5.肥料施用与深松、增密等高产栽培技术相结合。
6.中高肥力土壤、选用生育期较长品种时，采用施肥方

案推荐量的下限
（二）基追结合施肥建议
1.推荐17-23-6（N-P2O5-K2O）或相近配方，土壤钾素含

量较高的农田（速效钾120毫克/公斤以上）且产量水平700公
斤/亩以内的可采用磷酸二铵与尿素配施作为基肥。

2.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量22-27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1-14
公斤/亩与尿素 4-5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2-15公斤/亩。

3.产量水平550-7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7-35公
斤/亩，土壤钾素含量较高的农田基肥推荐磷酸二铵 14-18
公斤/亩与尿素 5-7 公斤/亩配施；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5-19公斤/亩。

4.产量水平700-8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5-40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19-21公斤/亩。

5.产量水平80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量40-45公
斤/亩；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21-24公斤/亩。

6.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配合施用农家肥（腐熟的羊粪、
牛粪等）500-800 公斤（约 2 方）/亩作为基肥的，可减少
14-23公斤/亩配方肥用量；或减少磷酸二铵 7-13公斤/亩、
基肥尿素3-5公斤/亩。

（三）一次性施肥建议
1.推荐28-14-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2.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量26-33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550-7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3-42公

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4.产量水平 700-800 公斤/亩，要求有 5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42-52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5.产量水平 800 公斤/亩以上，要求有 50%释放期为
52-60天的缓控释氮素，推荐用量54-62公斤/亩，作为基肥
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2022年北方春玉米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专家指导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实习生 唐榕

“看，这是我们的泡菜，都是用本地的蔬菜制作的，种类多样、
味道甘香爽口，很快就要上市了。”近日，在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
望远镇上河村的泡菜包装车间，宁夏永鲜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行政、销售总监罗春梅举起一瓶已经罐装好的泡菜说道。

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推广麦后复种模式，同时助推农业产业化
发展，上河村正是其中的缩影。今年上河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号召，
发动农户将小麦种植面积扩大至700亩，同时积极推广麦后复种蔬
菜，在实现稳粮的同时促进农户增收。

“去年我第一茬种了小麦，第二茬种了蔬菜，不仅小麦去年价
格涨了，蔬菜每亩也多了6000元收入，今年我打算继续这样种。”上
河村村民曹学明说。

同时，为了帮助农户“消化”多出来的蔬菜，近年来，上河村由
企业与供销合作社牵头，投资打造2400平方米的冷库替农户存放
蔬菜，将一部分菜分拣包装走高端市场，并与上海、广东等地市场
搭建销售桥梁为农户解决销路。但随着农户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蔬菜品种越来越多，遇到盛产期、市场不好的时候，仍然存在一部
分蔬菜滞销的问题。怎样解决？如何让老百姓放心种？成了摆在
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和四川的泡菜企业，在上河村建设生产车间，把我们本
土的蔬菜制作成‘四川泡菜’。”上河村党支部书记杨春说。

走进泡菜生产车间，上百个泡菜坛子有序摆放，坛与坛之间还
留有小道便于工作人员观察发酵情况，罗春梅穿行其中，随手掀开
一个坛盖，顿觉一股甘香扑鼻，再看坛中，汤汁清澈明亮，这一坛泡
的是豇豆，外表看起来非常爽脆，让人食欲倍增。

“这些泡菜 40%会留在本地销售，60%会销往四川眉山。”杨春
说，“目前我们的配方配料、制作方法是四川眉山来的技术员全程
指导，完全按照四川泡菜的标准来制作的。”

如今，上河村有了来自四川眉山的订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了。据杨春介绍，目前上河村的蔬菜种植已经形成从种植、管理，
到收购、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已与上河村及周边7个村签
订订单，并与周边 17 个合作社达成协议，带动超 3 万亩的土地面
积，每年销售量达到2万余吨。

据银川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银川市继续扩大
宁春 50 号、55 号和宁 3015 等优质中强筋小麦早熟品种种植比
例，大力示范推广“头茬优质小麦、二茬菜”等“粮-菜”“粮-饲”

“粮-油”等麦后复种模式，兼顾小麦供给与种植收益。预计全
市小麦一地两茬生产经营主体将超过 50 家，麦后复种面积将达
到 15 万亩。以“粮-菜”模式为例，小麦产值与投入成本基本持平，但小麦收割
比较早，二茬秋菜在临冬之前完全能够成熟，每亩产值在 2000 元以上，通过开
展麦后复种、以后茬促前茬，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将有效增加农户收入，实
现“两手抓，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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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中央一号文件是三农工作的风
向标，一定要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我们的宣讲才算到位了，
一定要做到宣讲帮扶两手抓。”东村第
一书记祁兰开门见山。

日前，在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东村
村委会会议室内，讨论声此起彼伏。

“中央一号文件关系着大家的切
身利益，我给大家慢慢讲，有啥不懂的
直接问，记不住也没关系，我这儿早就
给大家准备好了一套‘口诀’。”祁兰像
拉家常一样说着有关文件里的内容，
村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还互
相讨论讨论，认真翻看着手里的《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摘编》。

吃过午饭，祁兰匆忙把一些宣传
资料塞进手提包，马不停蹄地向脱贫
户高连成家走去。“你好，祁书记，赶紧
坐，我先给您倒杯茶。”刚进门，高连成
就热情地迎上来。祁兰首先询问了高
连成家最近的生活状况，接着就将医
疗保险、地膜洋芋种植等实打实的惠
民政策进行耐心细致地讲解。“哎呀，
这几年党的政策实话好，我们家现在

外出打工有收入，家里种地有保障，我
这身体越来越好，生活也好了起来，感
谢党和国家！”高连成激动地说。

夜色袭来，村委会会议室的灯还
亮着。“我觉得今天的集中宣讲效果很
好啊，要不我们后期再多组织几次，把
最新的内容和后续的惠民政策也融进
来吧！”“光宣讲也不够，我联系一下市
农业农村局，请个专家来帮我们给春
耕春管把把脉。”“唉，说到春耕，我们
再联系一下帮扶单位，看能不能争取
点有机肥和油菜种子”……会议室里
的讨论一直到了深夜。

记者从县委组织部了解到，连日
来，随着大通县“稳定发展三农工作，喜
迎二十大胜利召开”干部下乡活动全面
铺开，全县696名下乡干部带着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使命和任务，用实际行动
和责任担当做好做实宣讲工作，让好政
策“飞入”千家万户，给村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为三农工作贡献自己的力
量。截至目前，全县开展集中宣讲 618
次，农技推广培训8400人（次），供应各
类良种140万公斤，调运发放完成商品
有机肥1939.4吨，扎实推动党的方针政
策宣讲工作取得新成效。

青海大通：

干部下乡担使命 政策“飞入”百姓家

□□ 李鹏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机械翻新土，喜燕来衔泥。走进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
其镇洪山塘香菇种植基地，站在园区
旁，占地100余亩的种植基地一眼望不
到头，覆盖着遮阳网的连栋大棚内，一
旁的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给菌棒注水
或采摘已成熟的香菇。

“我们种植的香菇，平均每个菌棒
预计到采摘结束可以获得大概9元的收
入，一座1亩的大棚能放1.9万个菌棒，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可盈利10多
万元，除去成本，每个大棚纯利润在5万
元左右。前几年种玉米，一亩收入也就
1500-2000元。”洪山塘香菇种植基地负
责人王飞笑呵呵地说道。

一方田畴何以生出两般光景？王
飞揭开了谜底：食用菌产业是一个“低
耗水、高效益”生态环保产业，一个菌棒
从开始采摘到结束，每个菌棒用水在10
斤左右，一座大棚1.9万个菌棒用水在95
立方米左右。而一亩地玉米用水量最少
500立方米，一座大棚的香菇用水量比一
亩玉米1/5的用水量还少，但是产值却
是一亩玉米的20多倍。

敖勒召其镇地处毛乌素沙漠边
缘，是典型的农牧业结合镇，年平均降
水量为267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在2542
毫米左右，其中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
的 80%左右，频繁而大量的用水，导致

该地区地下水资源采补严重失衡。大
力发展节水农业，种植耗水少、经济价
值高的农副产品成为全镇产业结构调
整的必然选择。

食用菌产业是一个循环、高效、可
持续发展的环保优势产业，生产菌棒
的原材料基本都是农林废料，产菇结
束后还可回收还田作肥料，具有不与农
争时、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的发展
优势。当前，敖勒召其镇又陆续申请专
项资金350余万元扩大洪山塘食用菌种
植基地，进一步提升了基地的基础设施
水平，同时引进更加高效的节水灌溉措
施和先进生产技术，不仅让香菇增值，
也可使后期获取高产，香菇附加值不
断提升，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基地扩规模，如果大家都来种植
香菇，产量增加，这么多卖得出去吗？
在王飞的微信中看到，搜索“香菇”二
字，便可跳出 20 多个购买香菇的商户
联系人。“每年的香菇供不应求，目前
主要是销往陕西、宁夏周边地区，其他
省市的客商要香菇都排不上。”王飞
说。当前，每天都有六七个人忙碌在
基地，到采菇高峰时可以解决 20 多名
劳动力。茁壮成长的香菇种植基地，
不仅造福家乡经济，也将会为更多的
家庭创造幸福。每一朵香菇的生长都
展现出点滴之间的智慧，最终成就了
农业的“节水经”。又是一年春来到，
放眼牧野田畴，敖勒召其镇的农牧民
又忙碌起来了。

小香菇里的“节水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