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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在山东省济南市历
城区董家街道柿子园村，济南市平
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草莓连栋
温室内温暖如春，一颗颗色泽鲜
艳、圆润饱满的草莓点缀在绿叶
间，香甜诱人。几十名游客手拎篮
子穿梭在田地间，悠然享受着采摘
草莓的乐趣。

“我是第一次见无土栽培的草
莓生长在1米多高的架子上，而且
用净化水滴灌、臭氧杀菌。我们一
家三口摘了5斤多，既陪孩子亲子
旅游了，又长了见识，玩得很开
心。”济南市民张亚丽说。

“每年春节都是草莓采摘的旺
季，但2020年春节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突发，采摘园里空荡荡的。今年
春节，平均每天都有300多人来采
摘，采摘园又恢复了往年的热闹。”
济南市平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志鹏脸上写满了喜悦。

历城区政府副区长李金国说，
传统草莓种植大多采用“大水漫
灌”，既浪费水肥，又容易滋生病
虫害。如今，“智慧农业”实现草
莓种植模式的“脱胎换骨”。

种了十多年草莓的王志鹏告诉
记者，他的草莓连栋温室配备了净
化水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及现代
农业物联网管理系统，安装有空气
温度、湿度、光照度等传感器，通
过电脑随时监控并一键控制。

为提高草莓品质和口感，这里
的草莓不施农药和化肥，而是用净
化后的水添加有机肥，通过管道滴
灌至草莓根部，每天精准滴灌 9

次，每次2分钟。同时，臭氧杀菌
设备每天自动开启两次，每次杀菌
3分钟。这样既有效控制了病虫
害，又节水30%，种出的草莓绿色
天然、有机健康。

“我这里的草莓不用出去卖，
都是过来采摘或者预约购买的。一
盒3斤重的草莓有36颗，平均每颗
重约40克，200多元一盒还供不应
求。今天我刚接了一个150盒的订
单，明天就要采摘装盒。”王志鹏
自豪地说。

“合作社+基地+农户”带动
农民共同增收致富。王志鹏告诉记
者，合作社流转了柿子园村1300多
亩土地，实行统一管理；400多户
村民加入合作社，每亩每年土地流
转费1560元。同时，园区吸纳了
1 5 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月工资

3000多元。合作社年销售额3000多
万元，亩均纯收益1万多元。

借助“互联网+草莓”的农业
产销模式，如今历城草莓已“新鲜
直通”全国各大城市的餐桌，数十
家电商平台云集于此，让这里的草
莓插上了电商的“翅膀”。

2019年11月建成的历城“草莓
港”，现已成为历城草莓的销售集
散地。这里提供冷藏储存、分拣打
包、网络直播带货等草莓销售的
“全套服务”，通过网络订单销往
全国各地。

记者走进济南金果园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看到，总面积6000平方米
的两个包装车间内，三条现代化的
分拣流水线十分忙碌，最多时作业
员工达到200多人。

济南金果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消费者当天从电
商平台下单后，草莓当天采摘、包
装、发货，一般第二天就能通过生
鲜快递送上门。公司平均日加工销

售20吨，最高日加工销售量35吨，
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成都等大城市，并进入盒马鲜
生、京东、沃尔玛、华润万家等。

济南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的草莓智能分选线，根据草莓大
小、重量、糖分和成熟度进行自动
化精准细分，保证每一盒草莓一样
大、一样甜。

董家街道党工委书记马小豹
说，草莓除鲜食外，还可以加工成
草莓酱、罐头、汁、酒、蜜饯、果
脯、冻干草莓等多种衍生产品，在
拉长产业链的同时，满足了更多消
费需求。

“小草莓发展成大产业。”李
金国介绍，目前历城区大棚草莓种
植面积达2 . 5万亩，年产量6万吨，
年产值12 . 5亿元，衍生带动产值近
20亿元，草莓从业人员达到2万多
人，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
“历城草莓”已认证为国家级区域
品牌。 (据新华社)

净化水添加有机肥，每天精准滴灌9次
智慧农业让“历城草莓”成长为国家级区域品牌

“人要饭养，苗要肥长”。当然，
和人吃饭“七分饱”一样，作物吃

“化肥”也需要吃得健康，既不能
“因噎废食”，也不能过犹不及。

适宜的肥料用量。养分缺乏
或过量都无法生产出高产优质的
农产品。因此，“适宜”的养分
供应是改善农作物品质的关键。
比如，适量的氮素供应能提高茶
树新梢中游离氨基酸、蛋白质、
水浸出物和叶绿素的含量，能够
改善绿茶品质。

匹配的养分形态与资源种
类。同种养分存在的形态不同，
对农作物品质的影响也存在差
异。以氮素为例，其主要以铵态
氮和硝态氮的形态存在。植物对
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及代谢机
制不同，多种植物在只供应铵态
氮时易产生铵毒症状。例如，黄
瓜在供应铵态氮的条件下，叶片
发黄，根系发育受阻，长势较
差，而在铵硝比为1∶1供应条件下
生长状况最好。需要注意的是，
在营养液栽培条件下，不同形态
氮素对作物生长和品质的影响差
异较大，而在土壤生长条件下的
差异，在短期内通常不明显。因
此，通过改变氮素形态调控作物
品质的措施主要应用于营养液栽
培条件下的作物。

此外，含有同种养分元素的
不同种类肥料，由于其副成分的
不同，也可能会对农作物的品质
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施氯化
钾相比施硫酸钾可使蔬菜中硝酸
盐含量更少，但是氯化钾中含有
氯，会对葡萄、西瓜、茶树等忌

氯作物的品质产生不良影响。
合理的养分管理方法。养分

管理方法不当，会影响养分在土
壤中的存在形态，造成养分的损
失与有效性降低，从而减弱其改
善作物品质的作用。因此，采用
合理的养分管理方法也是改善作
物品质的重要途径。

首先应改变养分供应时期，
调整肥料分配比例。农作物不同
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不同，改变
肥料在不同生育期的施用配比可
以有效改善作物品质。以小麦为
例，“前氮后移”技术通过提高
小麦中后期施氮比例，在增加小麦
产量的同时提高强筋小麦籽粒中
蛋白质含量，进而改善强筋小麦的
烘烤品质。但是，“前氮后移”技术
也需因品种而异，其对于不同筋型
小麦蛋白质含量影响不同。

其次要改变施肥方式。施肥
方法可以影响肥料养分的有效性
以及作物对养分的吸收与利用状
况。例如，相比于表面施用，水稻氮

肥深施能够减少氮素损失，增加吸
氮量和籽粒蛋白质含量。锌、铁、
铜、锰等微量元素易被土壤固定，
而通过根际施肥的方法，有助于改
善逆境土壤条件下的作物微量元
素养分缺乏。

注意养分间配合。应根据不
同养分对某一品质指标的影响程
度，将其分为“主要”因素和
“次要”因素。作物生长受土壤
中相对含量最小的养分限制，如
果无视这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即
使继续增加其他养分，也难以再
提高植物的产量及品质。最小养
分不是固定不变的，一种最小养
分通过施肥而得到满足后，另一
种元素就可能成为新的最小养
分。例如，氮素通常是限制水稻
生长的“主要”营养因子，而当
氮素供应量得到充分满足后，其
影响作用可能要小于磷、钾养
分，成为“次要”影响因子。除
了大量元素，在某些条件下，中
微量元素在调控作物品质的特定

性状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施硫能提高小麦尤其是强筋小麦
制成面粉的延伸性以及弹性。此
外，小麦制成的面包体积与土壤
硫素含量以及硫肥用量密切相
关。施硫表现出增大面包体积的
作用，且烘焙品质对硫肥的响应远
大于产量对硫肥的响应。合理施用
锌肥不仅可以增产，还能够提高农
产品中锌含量，生产富锌产品，改
善人体健康、增强免疫力。

有些时候，一种养分不利于
改善品质，但其他某种养分却有
利于改善品质。利用这一点便可
以有效调控作物品质。例如，增
加氮的供应量会增加农作物的硝
酸盐含量并减少糖和维生素C等
的含量，而在供应氮的基础上增
施钾肥，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供
应高氮对品质指标的不利影响。
不同养分的肥料互相配合施用也
可以改善农作物品质。比如氮肥
和磷钾肥配施既可提高甜玉米产
量，又可增加籽粒糖含量，有效

协调产量和品质的关系。
由于不同的养分供应状况会

对农作物的特定指标产生不同影
响，因此需考虑多种养分的综合
影响，从增产和改善主要品质性
状的角度入手，寻找最佳的肥料
配合方式。例如，高氮中钾有利
于增加西瓜单产与单瓜重，中氮
中钾有利于增加维生素C含量，
中氮高钾有利于增加糖分含量，
综合考虑不同养分配比的作用，
有助于设计出生产最佳品质西瓜
的养分供应用量与配比。

养分管理与栽培措施有机结
合。栽培措施也可影响养分管理
在改善农产品品质中的作用。例
如，水稻生产中适宜的栽培密度
能使水稻群体更高效地吸收氮素
营养，减少氮肥损失，水稻长势更
佳。缺水条件下，作物对养分的吸
收利用率大幅降低，其生长代谢受
到抑制，通过合理的水肥管理(滴
灌、覆膜)才能提升作物品质。水果
生产中常采用套袋等农艺措施，其
在洁净果面、预防果锈、改善果实
色泽、降低果实裂果率、增加单果
重的同时，却降低了果实中钙和镁
等元素的含量。因此，在套袋条件
下，必须重视钙素等肥料的施用，
改善果实的贮藏品质。

总而言之，“减肥”的核心应该
是“科学施肥”，而不是从一个极
端(过量施肥)到另一个极端(不施
肥)。

(南京农业大学 郭世伟 郭
俊杰 刘正辉 季煜 王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张群峰)

肥是庄稼宝 施足又施巧

“减肥”的核心是科学施肥

“减肥”的核心应该是“科学
施肥”，而不是从一个极端 (过量
施肥)到另一个极端(不施肥)。

2月19日，在无棣县海洲农
资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将农资
装车，准备运到各农资供应点。

春节刚过，该县供销系统充
分发挥乡镇为农服务网点多的优
势，坚持疫情防控与春耕农资供
应、技术保障服务“两手抓”
“两不误”，立足一个“早”
字，备好农资迎春耕。目前，全
县供销社系统已储备各种肥料1

万多吨，农药40多吨，农膜100

多吨，种子20多吨。
（蒋惠庆 杨树立 摄）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
动典型案例。此批典型案例覆盖领
域广，包括食品领域案件、药品领
域案件以及危害农业安全的伪劣种
子案件等。

在黑龙江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
案中，毛某某为牟取利益，未从正
规渠道购入种子，而是从农户处购
入大豆，用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透
明编织袋灌装，作为“黑河43”等
销售良好、广受种植户认可的大豆
品种种子，在其经营的春阳种业对

外销售。至案发时，毛某某共销售
“白包”大豆种子10次，共计7000

余斤，销售金额近15万元。2020年
12月7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
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毛某某有
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通过该案办理，检察机关
及时启动农资打假专项工作，规范
农资市场秩序。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严
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
犯罪，切实维护农村食品安全；依
法加大对制售假劣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资犯罪的打击力度，切实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 （侯馨远）

备农资忙春耕
三部门：严打制售假劣种子行为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