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 周琳琳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淄博08

淄博11月10日讯 近来，淄
博市坚持“政府支持、部门引导、
市场运作、自愿互利、规范管理”
的原则，以有工商注册的法人资
格、有固定经营场所、有稳定的
作业队伍、有植保信息员、有作
业技术规程、有服务档案的“六
有”为标准，扶持规范各类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进农作
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农药使
用量成功实现负增长。

“首先，我们转变组织发展
模式，指导桓台、临淄和高青开
展‘全国统防统治百强县’创建
活动，规范服务组织，推行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推进统防统治升
级发展，加快高效低风险药剂和
精准施药技术应用，形成‘地面+
低空’立体防控模式；指导桓台3
家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前往商河
县保农仓专业合作社，学习先进
管理制度、档案建设、运行机制
等，不断提升病虫防治服务质量
和水平。其次，我们加快了植保
机械替代。加强与专业化服务
组织、药械企业的合作，积极引
进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加强校城
合作联合攻关，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淄博市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9年8
月，他们与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

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签订《农业航
空精准施药关键技术与智能农
机装备研究合作协议》，双方发
挥各自的基层资源、人才、技术
及设备优势，开展智能装备关键
技术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实现“校城”深度融合发展。截
至2020年10月，他们已合作开
展8项试验研究，多项试验取得
显著成效，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
支撑，为实现农药“负增长”作出
植保贡献。

“另外，我们借助春季农业
生产会，重点展示统防统治成
效，使得各级政府领导重点关
注、重视统防统治工作的开展；
利用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各种机
会向服务组织宣传、向农民宣
传，增强他们对统防统治的热情
和信心。”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广泛发动宣传也十分重要，他们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农民主
动接受统防统治服务，扩大了影
响，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目前取得的成效是显著
的，不但防治组织发展迅速，服
务能力也大幅提高。”据了解，

“十三五”期间，淄博市利用中
央、省、市涉农资金指导发展专
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截至
2020年10月，淄博市植保专业
化服务组织发展到89家，比“十
二五”末增加46家；拥有从业人
员2274人，拥有的植保无人机数
量达340架，比“十二五”末增长
了30倍；日服务能力达38.71万

亩，比“十二五”末增长48.88%，
有效地带动了全市专业化组织
的发展，扩大了专业化防治覆
盖面。

目前，淄博市已经涌现出多
个专业化服务组织典型。2019
年桓台被评为“全国统防统治百
强县”；2019年到2020年，淄博
市先后有12家统防统治服务组
织被评为全国统防统治星级服
务组织，获评数量居全省前列。

统防统治面积大幅度提高，
统防统治覆盖率目标任务超额
完成。到2020年10月，淄博市
主要粮食农作物统防统治面积
达307.58万亩次，比2015年增长
132.58%，覆盖率达到57.57%，
超额完成年度40％目标任务。

淄博市实现了农药使用负
增长，以2015年为基准年，到
2019年底，全市农药使用量已连
续4年负增长，2019年底全市农
药使用总量比2015年下降25%。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通讯员 李姝颖 王士龙 记
者 李波

“水肥一体化是根据作物需
求,借助低压灌溉系统，将肥料
溶解在水中，在灌溉的同时进行
施肥，适时、适量地满足农作物
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以水促
肥、以肥调水，实现水肥同步管
理和高效利用的节水农业技
术。”淄博市农业农村事业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应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平均节水30%以
上，节肥30%-50%，肥料利用率
提高20%以上，而且还能使农作
物增产10％以上，小麦、玉米等
粮食作物亩节本增效100-200
元，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亩节
本增效1000-3000元。

根据新增水肥一体化发展
面积统计，“十三五”期间淄博市
果树新增面积9.28万亩，节本增
效9280万元，节省肥料225.50万
公斤；蔬菜新增面积5.69万亩，
节本增效5690万元，节省肥料
124.95万公斤；粮田新增面积
9.86万亩，节本增效1972万元，
有效促进了淄博市农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

据介绍，2017年，根据山东
省农业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2017年水肥一体化工程示
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农
财字〔2017〕28号）要求，经过竞
争立项和专家综合评审，博山区
依托淄博博山舜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源泉镇、石马镇、池上
镇和博山镇猕猴桃生产基地率
先承担了“山东省2017年水肥一
体化工程示范项目”。2018年，
根据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2018
年水肥一体化工程示范项目指
导意见》，临淄区凤凰镇依托淄
博临淄润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在樱桃生产基地承担了“山东省
2018年水肥一体化工程示范项
目”。省财政每年对该示范工程
扶持200万资金，市财政每年拨
付300万资金用于水肥一体化技
术推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临淄
区优先选择在设施蔬菜、林果等
高效经济作物上进行实施，选择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或村

集体基础好、有强烈实施愿望的
经营主体统一开展推广水肥一
体化技术。”上述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针对临淄区种植模式及
农户反映需求，采取农户自由选
择、不局限一种模式的方式进行
示范推广。

同时，临淄区委、区政府加
大了对水肥一体化的资金扶持
力度，在《关于加快现代农业发
展推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中，制定了推行水肥一体化和高
效节水农业的扶持政策：以设施
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为重点，开
展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
动，建立以节本增效为中心的节
水灌溉体系，对年内水肥一体化
项目按投资总额的60%给予一
次性补助，现已连续两年补贴到
位。目前，水肥一体化示范工程
在凤凰镇大棚樱桃上作用效果
明显，樱桃坐果率大幅提高，病
害发生率有效降低，裂果、畸形
果数量明显减少，2020年产量已
大幅提升，收益效果明显。

“2019年，沂源县加大水肥

一体化技术推广力度，县政府扶
持奖励395万用于该技术推广实
施。沂源县张家坡镇在果树水
肥一体化实施推广过程中，将灌
水和施肥融为一体，定点、定时、
定量地进行均匀施肥和灌水。
前期在前瓜峪村取得成功后，毫
坪村、黄家峪村、下巨石崖村、此
老峪村、张家坡村也积极跟进，
目前，共建设了7处示范园区，总
连片面积达到6000余亩。”淄博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专业化+智能化”操作模式，
以水促肥，水肥耦合，既能省水
省肥、省工省力，又能降低投入、
增加产出，关键更能促进果树生
长，提高水肥利用率。目前，已
经迅速在张家坡镇形成了全力
发展水肥一体化的共识与热潮。

“当前，水肥一体化示范工
程的实施极大地推进了淄博市
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具有
显著的优点：一是提高了肥料和
养分的利用率，肥料溶解于水，
通过管道直接作用于作物根部，
少了肥料淋失和土壤固定，大幅

提高了肥料利用率；二是降低了
劳动成本，减少了常规浇水施肥
人力成本，降低时间成本；三是
破除了农田地形、土壤类型等限
制因子，提高土地利用率；四是
有利于改善土壤状况，微灌可以
保持土壤良好的水气状况，基本
不破坏原有土壤结构；五是有利
于保护生态环境，降低了土壤和
空气湿度，有效减轻病虫害发
生，从而减少农药用量，提高农
产品安全。”淄博市农业农村事
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将继续抓好水肥一体化技术
推广，以小麦、玉米、蔬菜、果树
等作物为重点，采用膜下滴灌、
浅埋滴灌、垄膜沟灌等模式，建
立灌溉施肥制度，配套水溶肥
料，实现水肥耦合，有效提高肥
料利用率，减少面源污染，切实
推进淄博市水肥一体化示范工
程工作顺利实施，保质保量圆满
完成2020年度目标任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通讯员 李姝颖 刘玉婷 记
者 李波

大力推动专业化统防统治

淄博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

淄博市农业农村部门扎实推进“四减四增”工作任务

水肥一体化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
“目前，淄博市水肥一体化累计面积为26.1万亩，提前

完成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三五’目标任务。”11月8日，淄
博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2020年第三
季度，全市水肥一体化新增面积达到4.11万亩。

上述负责人表示，从2017年到2019年，淄博市新增水肥
一体化面积达到了21.98万亩，超额完成10.6万亩的计划任
务，完成率达到207.36%。其中，果树新增面积6.98万亩，蔬
菜新增面积4.94万亩，粮田新增面积9.05万亩，茶叶、花卉等
作物新增面积1.01万亩。2020年，淄博市共需完成水肥一体
化新增面积目标为4.1万亩。据调度统计，截至第三季度全
市水肥一体化新增面积达到4.11万亩，其中，果树新增面积
2.30万亩，蔬菜新增面积0.75万亩，粮食新增面积0.81万亩，
茶叶、烟叶、花卉、苗木等新增面积0.25万亩。

植保无人机作业防控病虫害。

淄博市农业农村事业服务中心和山东理工大学联合开展无人机防除麦田杂草试验研究。

粮田水肥一体化可移动立式喷灌施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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