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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水溶肥生产企业非常
多，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大家碰到
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溶肥销售难。其
实，水溶肥销售的关键在于做好农
化技术服务。”近日，第六届中国国
际水溶性肥料会议在济南召开，会
上，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承林说。

农民在购买肥料时，只关心三
件事：效果、价格和用法。所以，
农化技术人员在销售水溶肥时，需
要用示范田等方式来展示水溶肥的
效果。

传统的颗粒复合肥一般撒施，
不能保证安全浓度，存在烧根风
险。

使用时，一般一次用量大，存
在淋洗等损失，易施肥过量。从养
分角度讲，复合肥一般只含氮磷
钾，养分不平衡。与传统颗粒复合
肥相比，水溶肥需要对水用，能保
证安全浓度，不烧苗不烧根，由于
是少量多次用，一般不会施肥过
量，同时，还含有更多的营养元素
和有机质，养分更平衡。

张承林认为，农化技术人员进
行相关示范和推广时，要把握科学
施肥的三大核心，即安全浓度、合
理用量、养分平衡。

“很多企业遇到这样一个问
题，自己认为好的水溶肥，农民用
了以后效果并不好，甚至造成了烧
苗等现象，农民就会说水溶肥效果
不行。”张承林说，“这是因为没
有考虑到安全浓度造成的。同样一
类肥料，稀释不同倍数，效果是完
全不一样的，所以，农化技术人员

要根据土壤的酸碱度，来给农户制
定合理的施肥量。这就要求农化技
术人员做示范时，首先要测土壤的
pH值，并根据酸碱度制定合理的施
肥方案。”

除了肥料的安全浓度，张承林
认为，农化技术人员还要注意肥料
的合理用量，制定合理用量时，要
根据土壤的测定结果和作物目标产
量来制定。另外，还要做到养分平
衡，实现养分更多元，全面满足作
物生长需求。

张承林介绍说，所有影响作物
正常生长的因素都会影响肥料的效
果，也就意味着会影响水溶肥的示
范效果，如光照、温度、土壤水
分、土壤养分、土壤酸碱度、土壤
盐分、土壤通气、土壤微生物、肥
料用量、肥料用法等。在相关示范
和推广过程中，都要考虑这些因
素。

“农化服务是促进水溶肥销售
的最有效措施，也是未来水溶肥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张承林说。

7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
合发布《测土配方施肥-配肥服务
点技术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自
2015年11月2日起实施，成为中国第
一个规范测土配方施肥配肥服务点
的建立、配肥及提供施肥指导服务
的全国统一标准。

2004年以后，在上世纪平衡施
肥的基础上，中国农业部门主导的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2004年6月，温总理视察湖北
省枝江市遇到农民请求政府为他们
化验土壤并对症施肥，当即指示农
业部门抓好落实。2 0 0 5年，农业
部、财政部启动测土配方施肥试点

补贴项目，我国新一轮测土配方施
肥工作正式启动。测土配方施肥最
后一个环节的“配方肥”有两个解
决方案：一种是大配方形式的复合
肥，另一种是“现配现用”的配方
肥料。编号为GB/T31732-2015的
《测土配方施肥-配肥服务点技术
规范》国家标准规范的就是“现配
现用”的配方肥料领域，规定了配
肥服务点的场地与区域要求、设备
及其配套设施、物料控制与管理、
配肥过程控制、质量管理要求和服
务要求。

符合规定的配肥服务点不需要
办理肥料登记许可和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根据国务院《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和农业部《肥
料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配方肥
料的生产经营需要办理复混肥料生
产许可证和省级肥料省级登记证。
但是，为了支持和鼓励企业参与到
“现配现用”型配方肥料的生产经
营，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3年印
发的《关于加快配方肥推广应用的
意见》(农农发[2013]1号)规定，针对
年配肥服务能力在2万吨以下或每
小时2 . 8吨以下的基层小型智能化
配肥服务网点，以农民购买的原料
肥为基础肥料，按照农民施肥配方
进行智能化掺混，掺混后不进入市
场流通，不纳入复混肥料生产许可

和肥料登记范畴。
在产品形态方面，GB/T 31732

-2015《测土配方施肥-配肥服务点
技术规范》扩大了现行GB 15063-
2009《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和NY/
T 1112-2006《配方肥料》产品标准
规定的范围。新标准不仅包括干混
法颗粒状肥料，而且允许提供不造
粒的晶体状肥料和膏液状的水溶性
肥料产品形态。执行国家标准GB/
T 31732-2015并达到“农农发[2013]
1号”文件规定要求的“加肥站”
提供膏液状液体配方肥料也可以不
用办理生产许可证和肥料登记证
了。

（李昊锋）

优质服务是水溶肥销售的法宝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房孝钰

配肥点和加肥站有国家标准啦

来自莘县河店镇农技店的岳雪
龙，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农资人。从
事农资行业已有20年之久的他，从
未遇到销量滑坡情况。从不借助任
何促销活动的他又是怎样保住常年
高销量的呢？近日，记者带你走进
岳雪龙的农资店，破解其中之谜。

1993年从山东省农业大学毕业
的他很是“抢手”，先后收到聊城
市环保局以及莘县农业局等多家事
业单位的入职邀约，但是岳雪龙却
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莘县河店镇，
在条件相对艰苦的农技站工作。
“在农技站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走进
田间地头，从实践中能学到更多有
用的农业知识。”岳雪龙说，也正
是农技站的这份工作为他后来开农
资店打下良好的基础。

岳雪龙回忆，1994年，他工作
的第一年正赶上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各村开始建大棚。“那一年，
我先是骑自行车后来换成骑摩托
车，自己载着从外地聘请的技术
员，村村跑，帮着各村农民解决在

大棚管理中遇到的难题。到了晚上
就用自己掏钱买的VCD给村民播放
大棚黄瓜、香瓜的种植技术资料。
这样一跑就是三年，等村民掌握基
本的种植技术之后，我又开始了下
一阶段的工作。”岳雪龙回忆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到了香瓜、
西红柿以及黄瓜的栽培技术。

有时候农民在管理作物中遇到
自己解决不了病虫害难题，就给他
打电话“求救”。“有时候，仅用
肉眼很难精确分辨是哪一种病虫
害，所以2005年，我自己花5300元
买了一个显微镜，用显微镜更能精
确的分辨出作物患有哪种病害。”
岳雪龙说。

农民在选肥购肥上的盲目性，

让岳雪龙有了开农资店的想法。
“前些年，我发现农民在种植方面
除了缺乏技术之外，常常会因为图
一时的便宜而买了假肥料。这让我
有了经营农资的想法，到了2 0 0 6

年，我开了自己的农资店。”岳雪
龙说。

回忆起这些年为农户解决的各
种种植难题，岳雪龙不无自豪地
说：“虽然专家我算不上，但是我
却靠自己掌握的农业技术知识以及
真诚赢得方圆三十里地农民慕名来
买我家肥料。”

岳雪龙在赢得更多村民信任的
同时更加努力地为村民服务。近几
年，为了给自己充电，他没有放弃
任何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2010年

他又读了中国农业大学的MBA。把
在大学里学到的农业知识用短信、
QQ群的形式编辑给农户。他边介
绍便给记者展示手机通讯录。记者
在他的通话簿里看到有1885个农户
的联系电话，清楚地备注了种植项
目、村名、姓名等。“今年又建立
了微信群，会随时将最近常出现的
病 虫 害 以 及 预 防 知 识 发 送 给 村
民。”岳雪龙说。

除此之外，岳雪龙的办公桌上
每天都放着厚厚的一摞一摞的农业
方面的报纸，他介绍说：“这些都
是免费给顾客订阅的，只要来买肥
料的顾客人手一份农业报纸，另外
还为他们印了科普挂图，上面有详
细的防治瓜菜病虫害的知识。”

岳雪龙努力为村民做着大大小
小的事情，同样他也收获了人生最
宝贵的财富：信任。“近几年，农
资行业进入寒冬期，各个农资店为
了保住销量也绞尽脑汁的想了各种
促销办法，但是我没有用任何的促
销手段，销量一直很稳，去年光肥
料就卖了50余吨，农药接近3吨，
种子也在5000斤左右。”

无论是生活还是做生意，岳雪
龙都懂得分享给他带来的快乐。就
如同他说的：“舒字就是舍得的舍
加给予的予，只有懂得给予，人生
才会过得舒服。”

上图：岳雪龙为农户解答种植
难题。

过硬的专业知识+细致周到的服务

岳雪龙经营农资有绝招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笔者下乡调查时发现，不少
农民对叶面喷肥存在认识误区，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有些农民在施用叶面肥后，
就减少了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
结果影响了农作物产量。一般来
说，叶面肥只能在氮磷钾充足的
基础上发挥作用，是一种综合效
应，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
用。

有些农民对农作物以及蔬菜
进行喷肥时，喜欢好几种叶面肥
加在一起施用，以为种类越全效
果越好，不少农民认为无论什么
肥料，只要“化得开”，就都可
以作叶面肥喷施，其实不然。如
挥发性很强的肥料如氨水、碳铵
等，如果作叶面肥喷施，喷施后
遇到高温会对作物造成伤害，灼
伤叶片，所以不能作叶面肥施
用。而且很多微肥不可与农药混
合施用，酸性化肥与碱性化肥不
能混合喷用，应有针对性地进行
肥—肥、肥—药混配混施，起到
“一次喷施，多种效果”的作
用，否则会适得其反。

有些农民认为叶面喷肥溶液
浓度越大越好，这是不正确的。
如尿素只宜在1%以下，磷酸二
氢钾也只宜在1%以下，更多的
中量、微量元素肥如氯化钙、硼
砂、硫酸锌、硫酸亚铁、硫酸铜
等都只宜掌握在0 . 2%以下。过浓
情况下非但起不到喷肥作用，相
反会造成作物叶片脱水、枯萎，
导致肥害，即类似于药害、毒
害。一般以喷至叶片正、反两面
散布肥液开始下滴为度。肥液过
多会导致成本上升，肥料浪费。

有些农民叶面喷肥抓不住关
键喷施时期，因而达不到预定的
效果。有的农户认为，在植物生
长发育的任何时期、任何时间都
可以实施叶面喷肥，其实也不
对。叶面喷肥最好是在作物的生
长转折期进行，每次喷施时间至
少间隔20天，一般来说每季作物
喷施2-3次。不同植物、不同肥
料叶面喷肥，适宜时期也有一定
差异。水稻、玉米、小麦等禾谷
类作物，宜在孕穗、扬花、灌浆
期喷肥。大豆、花生、蚕豆、菜
豆等豆类作物，宜在开花、结荚
期喷肥。棉花宜在花铃期喷肥。
钼肥宜在植物开花前喷施。硼肥
和锌肥则在植物初花期喷施效果
最好。从喷肥时间上讲，应在无
风的阴天或晴天上午，叶面露水
干后，避开烈日高温时段，早、
晚喷施效果好。

（曹立耘）

如何让叶面肥

“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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