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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基于农业用水浪费严重和水资源供需矛盾等现状，我国一直提倡

农业节水。刚刚出台的“水十条”也提出，发展农业节水，推广渠道防渗、管道

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减少农业节水，提

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控制用水总量，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为此，北京市土肥站近年来积极在京郊农户中推广节水、节肥的农业技

术，并通过不断改良和创新，使之便于农民掌握和应用。这些环保农业技术在

节约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和观念的变革。

◆本报通讯员董国梁 记者晏利扬

还没走近黄官法的鱼塘，就听见挖
掘机“突突突”的响声。走进新砌的围墙，
只见一方碧波荡漾的水塘，塘堤上挖掘机正
在工作，完工的地方已经铺上了如毯的绿
茵。塘堤上还用预制水泥板架起了垂钓
平台。老黄把他的设想告诉记者：“我已
经投入六七十万元，挖了这个六亩见方的
鱼塘，打算建成一个垂钓休闲农庄。”

随 行 的 街 道 干 部 告 诉 记 者 ，半 年
前，这里还是一个臭味熏天、污水直排
的养鸭场。说起老黄的养鸭场，那就要
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了。

祖孙三代书写养鸭传奇

黄官法 7 岁时，就跟着爷爷、父亲，
当起了小小“鸭司令”。老黄的爷爷叫黄
相玉，那时家里穷，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黄
相玉买了百来只鸭子，开始了祖孙三代的
养鸭家业。那时，粮食匮乏，连人都喂不
饱，更别说用饲料喂鸭子了。那时的养殖
模式有点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爷爷
带着全家人，到处赶着鸭子跑，安徽宣
城、屯溪、宁国，湖州安吉、孝丰，哪里没
去过？”黄官法点上一支烟，向记者娓
娓道来，“不同的地方，庄稼成熟的时节
不同，哪个地方庄稼收割了，我们就把
鸭子赶到哪里，让鸭子们找掉落在田里
的谷子吃，我们全家就跟着鸭子风餐露
宿、四海为家。”

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全国上下进
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黄相玉这样的私
有制养鸭模式也是改造的对象。黄官法
的父亲黄春德子承父业，受聘为县里“蛋
鸭养殖业合作社”的“鸭司令”。黄春德夫

妇，加上一双儿女，都成了居民户口。
黄官法说：“那时，穿的套鞋也是‘鸭业
社’发的。”五十年代末，国家进入“三年
困难时期”，黄春德全家“下放”，又变回
了农业户口，但养鸭家业还在继续。

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到了黄官法所在的新溪村。黄官法
从大队里买下了 400 多只鸭子，在自己
的责任田里办起了鸭场。鸭场越办越
大，老黄成为临安最大的养鸭专业户，
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老黄的鸭场不仅用了自己的责任
田，还承包了村民的抛荒田，面积扩大
到了七八亩。每年存栏蛋鸭都有一万
五六千只，多的时候达到两万多只。年
平均销售收入二三百万元，毛利也有二
三十万。

鸭司令“退位”办起农家乐

2014 年，临安市启动了“五水共治”
工作，老黄的鸭场因为“直线距离苕溪
小于 500米”而被列为关停的对象。

苕溪是太湖的源头，临安下游的青
山湖也是杭州城西居民的饮用水源。上
万只鸭子在苕溪河畔养殖，新进的小鸭子
还得在苕溪里放养两三个月，难免要对溪
水造成污染。省里提出开展“五水共治”，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大事。虽
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这
些道理，老黄心里也是明镜一样清。

几十年的“鸭司令”面临“退位”，黄
官法虽心里有所准备，但终是一件难以
接受的事。镇街、畜牧局的干部初次上
门做工作时，老黄死活不肯答应。说自
己年纪大了，就靠养鸭糊口，再就业也不
容易。老黄的老伴甚至对上门做工作的
干部破口大骂，说宁愿让“政府抓去坐牢”
也不拆鸭舍。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
行就三次，街道干部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
老两口骂得悻悻而回。老黄提出了鸭棚
改成生态农庄的想法，街道干部大力支
持，积极为他办理审批手续，减免相关费
用，帮助他学习水产养殖、农庄经营的
技能，还积极帮他推销存舍的鸭子，尽
量减少老黄的损失。街道干部江婷说：

“我们已经数不清上门做工作的次数
了，慢慢地，老两口从抵制，到拉锯，到
最后终于感化和配合。”

为推进畜禽养殖治理工作，临安市
政府出台了《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工
作方案》，各镇、街道也出台相应配套方
案 ，充 分 考 虑 了 养 殖 户 的 切 身 利 益 。
市、街道不仅对养殖户给予政策奖励，
还对他们转业、转产进行技能培训、引
导创业、技术指导。“这个鱼塘，前期投

入养鸭赚来的，加上政府补助了一些，
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老黄虽然难舍自己干了一辈子的
“鸭司令”称号，但对农业局、街道干部
的热情帮助还是心存感激，对未来充满
希望。他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
了，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多，我
办这个垂钓休闲农庄，来钓鱼的人也可
以来这里放松放松心情，赏赏苕溪美
景，尝尝农家土味，估计两三年后赚的
钱比养鸭那点辛苦钱还多呢。”

关停养殖场换来好环境

据临安市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2014 年“五水共治”工作启动以来，临安
全市范围内已经关停养殖场（户）531个，
拆除养殖栏舍及管理用房 13.5 万平方
米。完成污染治理、修复改造和标准化提
升养殖场 578 个。建设有机肥收集处理
中心 3个，建立沼渣沼液社会化服务组织
3个，落实生态消纳地 13.3万亩。

通过一年的治理，临安的水环境质量
有了明显的提升，全市 4个出境断面水质
全部稳定达到Ⅲ类以上，高锰酸盐、氨氮、
总磷三大指标同比去年分别下降 5.6%、
23.9%、1.4%，杭州市 12个考核断面 100%
达标。

本报记者郭京衢 通讯员吕俊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关
于秸秆禁烧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督导
秸秆禁烧工作的安排落实情况，切实维
护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近日，吉林
省政府与各县（市、区）签订《2015年秸
秆禁烧工作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责
任书》）。

《责任书》明确了地方政府领导
的主体责任，吉林省政府将定期对目
标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评比。

《责任书》考核标准按百分制计
分，由组织保障（20 分）和禁烧成效

（80 分）两项构成。组织保障包括成
立以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秸秆禁
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秸秆禁烧工作
网络责任体系、做好宣传工作、加强
现场巡查和处置工作；禁烧成效包括
卫星遥感监测、现场巡查结果和应急

处置响应。同时，针对秸秆宣传和经
验介绍推广等方面设立加分项。

《责任书》采取资料审查和现场核
查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进行。先自评，后
综评，吉林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联席
工作会议办公室将对各县（市、区）进行
综合考核。考核总分数为 100分。90
分以上为优秀单位，在项目建设、转移支
付、农机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考核
总分在60分以下的为不达标单位，将进
行通报批评、扣减转移支付、取消生
态县及生态村镇评选资格、实行大气
类项目区域限批。

据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分析，吉林
省空气质量指数三级以上天气，主要集
中在每年的3月至4月、10月至12月两
个时间段，与吉林省秸秆焚烧的主要时
段基本吻合，露天焚烧秸秆已成为全省
雾霾天气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启臣

4 月 8 日，北京昌平区兴寿镇鑫诚缘
果品专业合作社技术部经理万彬杰，走
进北京市土肥站循环式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模式试验区的日光温室内，查看着
田间试验记录，认真地计算着。

让他意外的是，这种被称为循环式
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比目前农民
普遍应用的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模式，亩用水量节省近 80 方，节肥十多
公斤。

万彬杰告诉笔者，循环式水肥一体
化栽培技术模式试验连续做了两年，今
年已在合作社一些农户的草莓和蔬菜生
产上进行示范，效果相当不错。

耗水、化肥投入量大对生态环境产
生的影响，是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压力
之一。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不仅
是缓解这一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而且
还会推动农业生产发生深刻变革。如何将
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转化为便于农
民掌握和应用的实用型技术，并且不断刷
新其节水节肥的极限，一直是北京市土肥
系统科技工作者试验研究的课题。

肥多水勤是误区

万彬杰今年 50 岁，2002 年就开始种
植草莓，2008 年合作社成立后被聘任为
技术部经理，可谓是合作社的资深技术
员了。

2014 年，北京市土肥站建立了循环
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试验区，为
的就是在京郊农户中推广这种节水、节
肥的环保农业技术。这两年，万彬杰在
这里开展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草莓每年 8 月底栽植，到第二年 5 月
下旬拉秧，整个生长期长达 9 个多月，是
个能吃能喝的“大肚汉”。当时农民种植
草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草莓一
枝花，肥水来当家。”他们很快就把这句
话实践成为“肥多水勤”。

万彬杰介绍说，合作社成立前农民
给草莓追肥时用的是“水压肥”的方法，
即将化肥撒在田间，然后浇水，使化肥溶
解在水中随水渗入地下；给草莓浇水时
用的是微喷技术。每亩草莓用水量高达
200多方、化肥用量近百公斤。

没有人比这位种了多年草莓的资深
技术员更清楚，种草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的水，也用不了这么多的肥。但苦于没
有更好的法子，每亩草莓 200 多方水、近
百公斤化肥的作法，还是一成不变地用
着，而且还越来越多。

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介绍说，
微喷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只是将传统的
大水漫灌改变为喷水漫灌，减少田间渠
道，灌溉方式并没有产生质的变化。与
大水漫灌相比，微喷技术用水量虽然有
了减少，但“水压肥”的方法，造成了施肥
时不管草莓是否缺水都要浇水的结果，致
使草莓生产用水量有增无减。

后来，合作社请来了市、区土肥站的
专家解决草莓生产用水、用肥过量的难
题。在专家的帮助下，滴灌式水肥一体
化栽培技术逐渐得到应用。

这种技术最大的特点是根据草莓不

同生长发育阶段的需水量以“输液”的
方式，一滴、一滴地将水滴定到草莓的
根部。给草莓追肥时将肥料事先溶解
到水中，养分随水与草莓根系零距离
接触，更利于草莓吸收。专家们还根
据土壤养分含量及养分供应能力、草
莓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需肥规律，为合
作 社 草 莓 制 订 了 控 氮 、降 磷 、增 钾 专
用肥料配方，和根据草莓不同生长发
育 阶 段 需 肥 规 律 调 控 肥 料 用 量 的 施
肥 技 术 措 施 。 这 种 技 术 模 式 可 以 满
足草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水分和各
种养分的需求，又将草莓不同生长发育
阶段的水分和肥料用量控制在科学合
理的范围内，避免草莓在苗期和初花期
需肥量较小，而水分和肥料投入量又过
大现象的发生。

实践表明，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模式生产草莓，每亩用水量一下子减
少到130多方，每亩节水70多方，节水、节
肥率均达到30%以上，增产10%以上。同
时，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还可
以应用于其他大棚蔬菜的种植。

技术瓶颈得破解

在万彬杰的记忆里，合作社推广滴

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的前两
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滴水头经常堵塞，
出水不畅，一些元件还经常出毛病。

赵站长说，鑫诚缘果品专业合作社
遇 到 的 情 况 并 非 个 例 ，而 且 非 常 普
遍，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肥料不能完全
溶解。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但解
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滴水头是滴灌
设施的关键部位之一，对水的净度要求
较高，如果不使用专用的全溶性肥料，
即使对肥料溶解液进行 多 次 过 滤 ，也
很难达到要求，而且溶解在水中营养
成分还会在出水控制元件附近凝结，不
仅对出水流畅性产生影响，还会对元件
造成损坏。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北京市土肥站
和昌平区土肥站从国内外引进并筛选
出适应于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使用的
全溶性肥料，并根据草莓、蔬菜等作物
的需肥规律开发出多种类型专用肥料
配方，农民在施肥时按照配方进行调
配，不仅解决了滴水头堵塞的难题，还
能完全满足作物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
各种养分的需求。

目前，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模式已在北京市草莓、蔬菜生产中大面
积推广，其中，全市的 1 万多亩草莓全

部应用。生产实践表明，与“大水漫灌”
方式相比，利用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模式生产草莓，每亩用水量减少 60
多方，每亩化肥用量减少 30多公斤。

节水极限再突破

万彬杰说，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带来的节水、节肥效果，让合作社的
农民兴奋不已。大家都认为，草莓生产
用水、用肥数量已经到了最低限度。

然而，市、区土肥站的循环式水肥一
体化栽培技术模式、基质式水肥一体化
栽培技术模式试验，又把草莓生产用水、
用肥数量降低了很多。

万彬杰介绍说，循环利用水肥，是循
环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模式的最大特点。

这项技术模式由控制系统、浇灌系
统、栽植系统 3 部分组成。栽植系统由
PVC 管道和固定架等构成，PVC 管道卧
式固定在固定架上。PVC 管道的上方，
钻出等距离的 圆 孔 ，用 于 栽 植 草 莓 秧
苗 。 浇 灌 系 统 由 营 养 液 存 储 装 置 、
循 环 装 置 等 部 分 组 成 。 存 储 罐 内 存
放 的 营 养 液 体 ，是 根 据 草 莓 生 长 发 育
不同阶段所需营养元素及比例专门配
制 而 成 的 ，可 以 完 全 满 足 草 莓 不 同 生
长发育时期对各种养分的需要。草莓
秧 苗 栽 植 后 ，控 制 系 统 会 按 着 设 定 的
时 间 段 ，启 动 、关 闭浇灌系统。浇灌系
统启动后，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营养液体
在循环装置的控制下，不间断地从 PVC
管的前端流向末端，再流回到存储装置
内。草莓也在营养液体循环过程中，吸收
到了水分和养分。

循环式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
除蒸发以及设备的少量滴漏外，试验中
所消耗的水分和养分 基 本 为 草 莓 生 长
发 育 所 消 耗 。 试 验 表 明 ，循 环 式 水 肥
一 体 化 栽 培 技 术 模 式 栽 培 草 莓 ，每 亩
用水仅为 40.9 方，用肥 45.5 公斤；与滴
灌 式 水 肥 一 体 化 栽 培 技 术 模 式 相 比 ，
每亩节水近 90 方、节省化肥 14.5 公斤。

改变传统生产观念

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模式所带来的
效益，绝不仅仅是大家所见到的节水和
节肥。赵站长说，它将会使农业生产的
空间观念发生改变。

“万物土中生”，这是古今中外人所
皆知的道理。然而，随着水肥一体化栽
培技术模式的推广与应用，这一传统观
念正在被打破。

鑫诚缘果品专业合作社的草莓立体
栽培模式试验示范温室内，各种样式的
立体栽培模式，如同奇妙的草莓画卷映
入眼帘。草莓有的长在圆形的栽培圆柱
上，有的长在倒 V 字形的支架上，有的则
成排“镶嵌”在墙面上。

赵站长介绍说，尽管立体栽培模式
包含了框架构造、水肥配比、养分调控、
循环利用、温度控制等多项技术，但没有
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立体栽培农作物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作物离开土壤
后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和肥，而水
肥一体化栽培技术在空间上为作物生长
发育创造出“土壤”环境。

本报讯 福建省漳州市政府近
日出台实施意见，鼓励生猪养殖场标
准化改造，今年年底建成并投用 12
个公益性工厂化集中无害化处理场。

据悉，在“十三五”期间，漳州市
对生猪养殖实行总量控制，全市生猪
存栏控制在 236.8 万头以内，年出栏
控制在 370万头以内。

今年 6 月底前全面完成关闭拆
除任务，禁养区外存栏 250 头以下的
生猪养殖场如不 改 造 或 改 造 后 达
不到排放要求的，年底前全面关闭
拆 除 。 至 2016 年 底 前 ，全 面 完 成
存 栏 5000 头 以 上 生 猪 规 模 养 殖 场
标准化改造，至 2018 年全面完成禁
养区外存栏 25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

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并实现达标排
放或零排放，标准化改造按计划分年
实施。

在推进无害化处理方面，漳州市
要求县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乡镇政
府要切实兑现国家有关病死猪无害
化 处 理 每 头 补 贴 80 元 的 政 策 。 至
2015 年底，全市建成 12 个公益性工
厂化集中无害化处理场并投入使用，
2015 年至 2018 年以重点乡镇为单位
每年建设 5 家以上工厂化集中无害
化处理场，至 2018 年全市畜禽养殖
重点乡镇全部实现病死畜禽工厂化
集中无害化处理；至 2016 年底，全市
基本实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补贴
政策全覆盖。 曾咏发

漳州推进养殖场标准化改造
年底前建成 12个无害化集中处理场

吉林签订秸秆禁烧责任书
明确地方政府领导主体责任

北京探索农业节水节肥新路
水肥一体化栽培模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观念变革

水肥一体化技术使立体栽培模式成为可能。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加强农村环保基
础设施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设施监
督管理，大连市环保局日前会同市财
政局，决定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专职环保
员，并制定出台了《大连市农村环保员
制度及补助费管理办法》。

《办法》对环保员的聘用、职责、
管理、经费进行明确规定，使环保监
管工作从市、县（区）、乡镇（街道）延
伸到村屯，从而建立起完善的四级联
动环保监管体系。

依据《办法》规定，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监察部门和财政部门，
对拟聘人选进行培训和考核，考核合
格后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聘
用，聘期为两年。

农村环保员的主要工作是组织

开展本村环保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
护知识和工作动态等方面的社会教
育和宣传，配合环保部门贯彻执行有
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收集群众对
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传递基
层环保信息；对本村企业、村民的环
境行为进行监督，及时制止、上报环
境违法和生态破坏行为，并协助取证
和举证工作；协助上级环保部门开展日
常巡查、执法检查等相关业务工作，协
助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开展企业污染
防治整改检查、污染源调查摸底、饮用
水源保护标志和设施巡查等工作；协
助环保部门处理环境信访和信访调
解工作；负责本村环境综合整治及生
态创建工作；对村内环境保护基础设
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确保设施规范
正常运转。 赵冬梅 杨安丽

由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型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回用系统日前亮相。这套系统以固体废物为原料，利用水力驱
动和太阳能实现系统运行，建设和运行成本低，可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深度处
理和直接回用，生活污水回用率预计可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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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增设农村专职环保员
建立完善四级联动环保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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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水十条 打好治水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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