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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葡萄园秋季施肥结
束了，张军今年的忙碌暂告一个段
落。等葡萄叶落后，休养一个月，罩
上棚，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忙碌。

暂时停下忙碌的张军，还没有
从今年葡萄收获时节带来的喜悦中
走出来。“有些人在亲戚、朋友家
吃过我种的葡萄，第二天直接开车
过来，有的一买就是几十斤，说是
回去送人。”他说，“过了国庆
节，架上葡萄很少了，来买葡萄的
人还是不断。我说，没法卖了，你
们自己摘点尝尝吧。”

现在的张军，说起他的现代农
业产业理念，说起他的优质葡萄种
植理念，满是兴奋。今年51岁的张
军，是滨州河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他是阳信人，毕业于莱
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一直在
阳信从事于农业技术推广。2 0 1 5

年，他离开阳信，到大型农业企业
负责生产技术指导。2017年年底，
他找到两个合伙人，回农村创业，
张军占公司60%的股份。

“回乡创业，必须解决好三个问
题：在哪里创业，选择哪个产业创
业，如何创业。”张军说。

为找到合适的创业地点，张军
和合作伙伴考察了好多地方。“我

们的理念是，不管种什么，种出来
的都是健康产品，这对环境要求
高。”最终他们选择了滨州市滨城
区市西街道境内的一块地方。这地
方位于黄河大堤之内的滩区，环境
好不说，还与外界有大堤的隔离。

选择好这个地方，张军首先想
到的是种植葡萄。“葡萄生产，70%取
决于水肥，30%才是管理。”他说。对
于如何种植，在张军看来，很简单：
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减少化肥、农药
的施用，搞绿色种植。

搞绿色种植，可不是简单的事
儿。张军选择的地方，环境好，可
黄河滩内的沙土地并不肥沃。在这
种土地上种植葡萄，不靠化肥，葡
萄长不好。“我们的办法是用大量
有机肥来改良土壤，让土壤变得肥
沃起来。”他说，“土壤肥沃了，
葡萄才能长势旺，抗病能力才能增
强。葡萄根旺树旺叶旺，结出来的
葡萄才会又甜又香。”

从2018年4月到2019年9月，分
三次，张军流转来203亩地。对这
些沙土地的培肥，用的是张军总
结的“三鲜一木炭”。他从内蒙
古大量拉来优质羊粪；生产完蘑
菇后的菌棒加上腐熟剂，经过发
酵变成有机肥；蟹虾贝的壳以及

小杂鱼、海藻等，利用生物技术，
做成优质的有机肥。“对于人来
说，羊肉、蘑菇、海产品都是鲜
物，他们的副产品加工成有机肥，
对葡萄来说，也是鲜物。”张君
说。所谓“一木炭”，是指生产木
炭过程中产生的木渣，木渣粉碎后
是生 物 质 炭 ， 这 东 西施用 到 地
里，不但能改良土壤，还能起到
保水保肥的作用。

葡萄施肥主要在秋季收完葡萄

后，2018年以来的三个秋季，张军
共在 2 0 3亩地里施用了他所说的
“三鲜一炭”1500多吨，为此，他
投进去150万元，平均一亩地施用
有机肥7吨多。

在管理上，张军有科研院校专
家组成的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严格
按规范流程进行生产管理。葡萄修
穗时期，他甚至从云南直接请来修
穗能手，坐飞机过来，帮他做好这
个重要环节。

张军的科学种植，可以从他的
数字化种植方面体现出来。他建起
了23个暖棚、16个弓棚，每个占地
4 . 5亩。一亩棚只栽205棵葡萄，而
传统栽植一般栽600棵至800棵。一
穗葡萄有15粒至18粒，一亩棚产量
控制在4000斤以下，而普通葡萄园
亩产可达上万斤。

张军的科学种植，还体现在他
的品种选择上。现在葡萄园里共有
6个品种，大体分为三种香味，也
可以分为早中晚三类。利用暖棚和
弓棚种植，可以让葡萄成熟期错
开，他的葡萄园从“六一”开始采
摘，一直采到国庆节，并且有不同
香味的葡萄供客人选择。

张军说，他的葡萄已经有三个
品种拿到绿色食品认定书，还有3

个已经通过认定，证书还没发过
来。同一品种的葡萄，张军给自己
葡萄定的价格，是市场普通货的5

倍多。
前来采摘、购买的客人多时，

张军会拿出证书，说他的葡萄通过
了绿色认定，说这些的同时，他会
拿把锨，挖开上层的土，让客人亲
眼看看他施用的“三鲜一木炭”。
这是他的骄傲，他借此告诉客人，
我的葡萄好吃，不是靠说出来的。

改良果园土壤，3年施1500吨有机肥
回村创业的张军在黄河边种葡萄，售价比普通产品高5倍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李荣新 沙爱青

长期大量使用过磷酸钙、铵态
氮、硫酸钾或氯化钾等酸性或生理
酸性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化加剧，
土壤养分失衡且肥力下降，严重影
响作物生长。在此背景之下，不少
农资企业开始力推碱性肥料，部分
企业甚至做出了“全国土地都需要
施用碱性肥料”的宣传，有的甚至
提出“碱性有机肥”的概念。

众所周知，因为土壤中很多有
益微生物群是不能在碱性肥料中生

存的，所以这类概念之下不可能有
产品相佐，与概念上的碱性肥料也
相去甚远。根据全国土壤酸碱度大
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大部分耕
地土壤pH在7 . 6左右，呈弱碱性，
一味施用碱性肥料并不合理。

选肥用肥时要充分考虑土壤特
征。对于碱性土壤，要尽量选用生
理酸性氮和含钾类肥料，如硫酸
铵、氯化铵和氯化钾等，但不要施
用碱性肥料，如氨水、碳酸氢铵、

草木灰等，特别禁忌施用强碱性肥
料石灰。选用碱性肥料时要注意肥
料的相容性。碱性肥料不能与铵态
肥料混用，两者混用会产生氨气挥
发，造成氮素损失，降低肥效。常
用的铵态氮肥有碳酸氢铵、硫酸
铵、氯化铵、磷酸铵等。碱性肥料
不能与速效磷肥（如过磷酸钙、重
过磷酸钙等）混用，以免引起磷酸
退化作用，降低磷肥肥效。

(江海)

>>消费提醒

碱性肥料不是“万能肥”

小游客在葡萄园品尝葡萄。

“肥药双减”项目在蒙阴县实
施，累计示范应用2 . 2万亩，带动8

万亩桃园提质增效，同时为该县培
训了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的职业农
民队伍。这是10月17日，在蒙阴县
举行的华北桃园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现场观摩培训暨“华北桃园肥水一
体化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实施效
果测评会透露出的信息。

当天，山东省农科院邀请的专
家组对蒙阴县桃墟镇的两处“华北
桃园肥水一体化技术集成研究与示
范”的示范园进行了现场考察和效
果评价。专家组认为，示范园减肥
40%，减药30%，桃产量和优质果率
分别提高5%和10%，固形物含量提
高1 . 8个百分点，平均价格较常规桃
园每公斤高出2 . 40元，经济效益同
比增加5%以上。

蒙阴县位于鲁南地区沂蒙山
区腹地，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桃
树生长。果品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70%以上，蜜桃产业成为蒙阴实现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支 柱 产 业 。 然
而，在桃园管理过程中，同样存
在着化肥农药盲目过量施用的现
象。2018年，山东省农科院农业资
源 与 环 境 研 究 所 承 担 的 “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的

“华北桃园肥水一体化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项目落户蒙阴，在
该县桃墟镇和云蒙湖生态区建立
示范园800亩。

在示范园观摩现场，山东省
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宋效宗博
士介绍了肥药减施技术在蒙阴实施
的情况。两年来，该创新团队在示
范园里推广了桃园肥水一体化技
术、缓控释肥应用技术、有机无机
配施沃土培肥技术、病虫害绿色生
态防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
应用集成示范，获得了改良土壤培
肥地力、肥药减施节本增效、增产
提质绿色发展的良好效果。项目组
还在蒙阴县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支
持下，采用田间地头、空中课堂等
多种形式对当地果农开展技术培
训，受到果农一致好评。

为进一步推广示范园的成功经
验，此次华北桃园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现场观摩培训，特邀山东省农业
农村厅果茶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高
文胜，为蒙阴县铭聚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助民家庭农场、聚利果品
合作社、民乐农机专业合作社的50

多名职业农民作了《实现桃高质量
发展》的调研报告。他从桃发展趋
势、发展途径、生产关键技术三个

方面入手，详细介绍了我国和山东
省桃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
题，重点从规模成园、沃土丰园、
覆盖施肥、水肥一体、高光利用、
合理负载、绿色防控、智能机械、
设施栽培、防灾减灾等十个方面提
出了未来前沿发展技术，从宏观政
策和一线生产两个角度，进行了详
细介绍。

“华北桃树肥药减施增效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主持人张勇
介绍，该课题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梨树和桃树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中的一项子课题。
该课题自2018年8月启动实施以来，
在山东蒙阴、沂水、宁阳、邹城、
肥城，河北深州、山西陆平等地桃
产区建立“梨桃双减”示范基地30

余处。重点集成示范高光效模式、
有机肥替代、肥水一体、生态调
控、精准施药等肥药减施增效技
术。课题组依托这些示范基地，示
范带动20余万亩桃园减施肥药、提
质增效。

据了解，我国桃栽培面积约
1200万亩，面积和产量约占世界50%

以上，是世界最大桃生产国。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观浦

马亚男

“肥药双减”示范

带动蒙阴8万亩桃园提质增效

金秋时节，沂南县孙祖镇
种植的小米喜获丰收。

沂 南 县 位 于 沂 蒙 山 区 腹
地，西部丘陵地带盛产小米。
全县小米种植面积2万亩，其中
孙祖镇就占1 . 5万亩，“孙祖小
米”2010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为把好小米做成大
产业，把地标产品提升为名牌
商品，孙祖镇引进社会资本，
成 立 了 临 沂 国 米 农 业 有 限 公

司，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运营模式，拉长了产
业链条，真正把孙祖小米做成
了引领群众致富的大产业。

为了让孙祖小米卖个好价
钱，公司在淘宝、京东等网站
开网店、搞直销，在北上广等20

多个城市设立了专营店、加盟
店，发展代理商，不断拓宽销
售渠道。

（惠方方 摄）

“黄金”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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