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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两高一优
”
农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 时期发展农业的战略选择

,
标志着我国农业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本文从回顾土肥工作在江苏省农业发展 中作用和问题
,
探讨江苏省

建设 高产
、

优质
、

高效农业 中开展土肥工作的思路与对策
。

一
、

土肥工作在
“

两高一优
”

农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江苏省农业的发展 与多年来全省不断培肥改土
,

提高科学施肥水平密切相关
,
特别是在

江苏省粮食产量每跨上一个新台阶
,
都与土肥工作有大的举措和新的突破所起的作用密不可

分
。

(一 )大规模治水改土
, 改替土壤生态环境

据第一次土壤普查
, 50 年代全省亩产理00 千克 以上的高产农田只有 5 00 万亩左右

,
占粮食

面积的 7
.

5% ; 第二次全省土壤普查亩产吐00 千克 以上的农田增加至 4 4 0 0万亩
,
占粮食面积的

80 %
。

30 多年使稳产农 田增加了 8 倍
,

大规模的治水改土
,
为农业的稳定

、

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
。

至 90 年代
, 江苏省耕地 已生产 3 25 亿千克粮食

, 1 0 0 0万担皮棉和 2 0 0 0万担油料
,

多种经

营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发展
。

(二 )肥料工作在农业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犯年来
,
随着农业的发展

, 肥料的投入种类和投入量都不断发生变化和增加
, 肥料工作

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
实现了两个突破

。

( 1) 50 一 6 C年代为以有机肥为主
,

化肥为车a的阶段
。

其特点是低投入
、

低产量
。

肥料投

放 以传统的农家肥
、

草塘泥等有机肥为主
,

并从传统的积造
、

使用农家肥
,

逐步转为发展绿

肥
, 发展生猪

,

解决新的有机肥肥源
。

平均每亩年施有机肥 12
.

5千克
,

化肥 5
.

31 千克
。

由于

总的肥料投入水平较低
,

托年的年平均总产为 1 21 亿千克
, 平均亩产 1左6

.

5千克
。

( 2) 了。年代为有机肥 J于化肥并重阶段
。

特点是投入多
、

产量 高
、

效益好
,
是有机肥迅猛

发展的时期
。

同时 ,
化肥用量逐步增加

。

平均每亩年施有机肥 3 2
.

8千克
,
化肥 3 4

.

7千克
。

10

年的平均粮食总产达到 2昭亿千克
,
年均亩产达 2 8 6

.

5千克
,
与前 20 年平均 亩 产 相 比 增 加

9 5
。

6 %
。

( 3) 80 年代为以施用化肥为主有机肥为辅阶段
。

特点是投入高
、

产量高
、

效益差
。

19 8 1

一 1 9 9。年
, 全省有机肥料投入量逐步下降

, 化肥用量迅速增大
。

10 年的平均年有机肥施用为

3 7 2
.

7万吨
,

占肥料用量的 .31 % , 化肥为 72
一

迄
.

8万吨 ,
占肥料用量的 66 %

。

全省年平均粮食总

产 3 09 亿千克
, 平均亩产为

`

{ J 7
.

5千克
。

与前 10 年相比增长 5 6
.

2 %
。

但化肥的增产效 益逐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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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经济投放与产出比邮。年代的 1 : 7 下降到 90 年代的 1 : 2

.

5
。

从上述 3 个阶段分析来看
,

肥料工作实现了两个突破
:

一是 70 年代大力发展有机肥 (种植绿肥等 )增加有机肥投入
,

土壤的有机质积累高于消耗
,

为培肥改土
、

提高土壤基础地力
,

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二是 80 年代前期化肥投入量加大
,

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物质转换速度
,

保证 了农业产量的迅

速提高
。

1 9 7 9年化肥施用量为 4 12 万吨 ,
到 1 9 8 3年为 6 43 万吨 ,

增长 56 %
。

同时期内粮食总产由 2 57

亿千克增长到 30 5亿千克
,
粮食增长近 50 亿千克

,
年均增长 3

.

7 % , 比我省农业平均增长速度

要高 0
.

5个百分点
。

而从我省粮食发展历史看
,
在正常的生产条件和措施下

,

每增加 50 亿千克

粮食
, 约需 10 年左右的时间

。

在不考虑其它增产因素外
,

化肥投入的增加是重要原因之一
。

但这时期化肥的大量投入
,
并取得较大增产效果

, 也与 70 年代大力发展有机肥
、

土壤基础地

力普遍较高有关
。

二
、

从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要求看江苏省土壤及肥料存在的问题

“

两高一优
”
农业赋予农业部 门紧迫而又艰 巨的任务

。

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土肥工作面临

的突出问题已制约了江苏省农业的快速发展
。

这些问题是
:

(一 )人增地减
, 土地负荷 日益加重

我省 1 9 9 3年的人均耕地已不足 1 亩
, 且土地的负荷正也在不断加重

。

从粮棉种植面积的

单产看
,
由 1 9 5 2年的 87 千克提高到 1 9 9 0年的 3铭千克

,

已接近发达国家产量水平
。

从复种指数

看 , 1 9 9 2年已达 18 4 % ,
墓本上实现了一年两熟

。

用地与养地矛盾突出
,

一些合理措施也难以

落实
。

(二 )土垠养分不平衡加剧

根据省土壤监测点资料统计
: 19 9 2年 与 19 8 2年相比

, 太湖和里下河地区高产 田有机质下

降 0
.

07 一 0
.

09 个百分
l

从
; 沿江和沿海地区中等肥力农田基本持平 , 徐淮和丘陵地区增加 0

.

04

一 0
.

16 个百分点
,

N
、

P
、

K 的养分变化有升有降
,

全省墓本持平
。

说明近几年
, 基础地力没

有大的提高
。

养分不平衡加剧
。

除少磷缺钾外
,
着重反映在微量元素的匾乏上

。

速效磷低于 10 毫克 /

千克的缺磷土地面积约 6 5 0 0万亩 ; 速效钾低于 80 毫克 /千克缺钾土地面积约 2 3 0 0万亩
;
有效锌

低于 0
.

5毫克 /千克缺锌土地约 3 3 0 0万 亩
,
有效硼低 于 0

.

2毫克 /千克的缺硼土地约 5 9 0 0万亩
。

此外还有一部分土地缺铝
、

铜等微量元素
。

土壤养分的不平衡
,
特别是微量元素的缺乏将是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

(三 )对农田投入少
,

效益下降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

一是对农 田荃本建设和水利设施投入减少
, 农田硬件建设的速度

不快
,
资金短缺

, 造成部分原有设施老化失修 ; 二是有机肥投放量下降
。

据统计
, 19 9 1年全

省有机肥料亩用量 10 3
.

0千克
,

比 1 9 8 7年下降 22 % , 三是化肥投入量未有明显增长
。

1 9 9 0年

到 1 9 9 2年
, 化肥使用量在 80 0一 90 0万吨左右徘徊

,

并且 N
、

P
、

I丈肥投放量还未趋 向合理
,

化

肥投入与粮食产出的边际效益由1 9 7 8年的 1 : 22
, 下降至 19 9 0年的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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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从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目标看土肥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按照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要求

, 目前土肥工作存在着差距
, 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以下的新思

路和新对策
。

(一 )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重点
,
培肥改土

,
集约经营

,
保证

“
两高一优

”

农业持续
、

稳定

发展

在
“

两高一优
”
农业中地力建设的方针应坚持

“

用养结合
, 以养促用

” ,
具体要明确一个主

体
, 坚持三个大抓

。

1
.

明确提高地力是主体
:

在土壤地力建设上
, 应看到约占耕地 70 %的中产田

,

一般土壤

无特殊障碍因子
, 主要是耕层土壤肥力较差

,
或灌排条件设施标准较低

, 只要 有相应的物质

投入
,
容易见效

。

因此 , 应将 中产田作为发展
“

二高一优
”

农业培肥地力的主体
, 同时抓好高

低产田的建设和改造
。

2
.

坚持三个大抓
:

①大抓秸秆还田
。

应进一步扩大秸秆还 田面积
,

增 加 秸 秆 还 田 数

量
,
改进还 田技术

。

至 1 9 9 5年争取还田面积达 7 0 0 0万亩次
,
亩还草量 2 00 千克

。

② 大抓河泥

肥
。

近期应号召人工和机械吸喷并举利用泥肥
,
并抓紧解决吸泥泵的技术难点

,

真正使河泥

肥下田
。

③ 大抓绿肥生产
。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耕作制度改革
,
发展绿肥

, 力争
“

八五
”
后二

年使现有 5 50 万亩绿肥扩大到 8 00 万亩
。

(二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手段
,

走简化农艺
, 省工节本发展土肥实用技术的路子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实现机械化
,
代替活劳动

,
另一个 是简化农艺

,
减少活劳动的投入

达到单位劳动率的提高
。

当前
,

在农业机械 中
,
积

、

造施肥农用机械是最薄弱的环节
,
如吸

属河泥泵船
,
各种农作物的秸秆切割还 田机械和施肥机械

。

此外
, 应尽快研究开发缓效肥

,

以减少对农作物的追肥次数
,
减少用工

。

还应研究水稻抛秧
、

稻套麦等简化栽培制度的用肥
、

施肥问题
。

(三 )以提高投入产出率为主要内容
,

优化配方施肥技术

在
“

两高一优
”
农业 中

,

肥料工作仍应坚持优化结构
,
增加总量

, 配方施用
,
提高效益

的方针
。

今后在优化上要进一步深化
,
着重解决配方施肥运行机制 问 题

,
使

“

测
、

配
、

产
、

供
、

施
”
一条龙的农化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

逐步从分区划片
、

定向供肥发展到以村为单位统一

供肥
。

(四 )以提高农产品优质率为方向
, 找出适宜土壤

、

调整化肥结构
, 开发新品种肥料

各地在发展优质作物品种时
,

找出适宜土壤 ,
制定合理 的种植区域

, 结合配方施肥
, 调

整化肥使用结构
。

不管是从作物增产的角度
, 还是从改进作物品质的角度看

,

应着重发展钾

肥
。

从现在的年施 35 万吨 ,
增加至较合理的用量 80 万吨

。

同时要不断开发新肥料品种
。

(五 )以监测
、

测试为保证
,

发展
、

完善保证体系

在发展
“

两高一优
”

农业建设中
, 土肥技术部门必须加强

、

完善监测
、

测试体系的建设
。

加强土壤测试工作
, 开展化肥质量测试

。

目前
,
有监测权的单位

,
往往 测试手段不强

,
有测

试能力的农业部门
,
却没有监测权

,

致使对复混肥生产未能很好监测管理
,
造成一些假冒伪

劣复混肥产品充斥市场
,

这样既坑农害农
,

又冲击 了合法生产经营企业
,

还严重影响了配方

施肥工作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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