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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储钾肥低价投放市场
保供稳价，保障明年春耕用肥需要

以农用塑料地膜为代表的旱作
农业技术，掀起了我国干旱半干旱
地区粮食增产的“白色革命”，同
时带来了副产品白色污染。地膜降
解周期一般为200年至300年，残留
土壤中会影响水、气、肥流动，阻
碍作物生长；随意露天焚烧会产生
烟尘和二噁英等有害气体，造成大
气污染。当前，各地大力治理白色
污染，但仍面临废旧地膜回收难的
问题。

治理难

多重因素制约回收效果

从20世纪末开始，农地覆膜技
术逐渐推广，已成为我国西北粮食
安全的稳压器。但薄如蝉翼的地膜
带来回收难题，逐渐成为农村一大

环保痛点。
在西部一些村庄，村民干完活

把废旧地膜埋在地里，或者把不能
用的地膜带回家烧炕。当记者问到
“是否有人来回收”时，村民称
“不知道”。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十五
条规定，农用薄膜使用者应当在使
用期限到期前捡拾田间的非全生物
降解农用薄膜废弃物，交至回收网
点或回收工作者，不得随意弃置、
掩埋或者焚烧。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八条对未按规定使用、回收农
用薄膜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
明确了罚款规定。

西部多个省份也出台地膜“以
旧换新”政策，完善激励机制，但
受多重因素影响，废旧地膜回收处
理仍难破题。

某县农业农村局能源中心主任
表示，该县2020年废旧地膜回收已
达80%，但边远山区或周围没有回
收网点的，农民只能就地掩埋或焚
烧。一些村干部反映，村里安排一
部分公益性岗位，专门负责捡拾地
膜，但要靠专职回收全部所用地
膜，还是跑不过来。

甘肃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蔡立群认为，一方面，地膜回
收增加劳动力成本，农民觉得划不
来，在上交的废旧地膜中掺杂质来
完成下达的重量任务，将其余部分
未及时回收的废旧地膜就地掩埋或
焚烧；另一方面，地膜回收激励机
制仍不健全，一些地方简单按照
“5∶1交旧领新”的比例来兑换，
不同地区农民回收地膜的劳动付出
不一样，导致偏远山区农村地膜回

收难。
记者在某镇废旧农膜回收网点

的台账上发现存在“地膜欠账”的
情况。该回收网点站长说，农民捡
来的旧地膜多，能兑换的新地膜
少，兑换机制下的地膜供不应求，
不得不先欠着，这一定程度上挫伤
了农民回收地膜的积极性。

此外，环保地膜技术研发仍须
发力。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邱黛玉认为，虽然市场上已出现可
降解地膜，但降解能力有限，其降
解碎片对土壤环境仍会造成污染。

再发力

以组合拳根治“老大难”

“农村白色污染考验着基层治
理水平。”蔡立群认为，加强农村

废旧地膜回收，必须坚持专群结合
的办法，完善回收处理机制，推广
科学种植技术。

蔡立群表示，可增加村一级公
益性岗位捡拾地膜频次，持续强化
农民回收意识，采取灵活兑换机制
如积分超市等，提高回收价格或补
贴，增强农民积极性。同时，从督
促、惩罚、专人专岗等角度，强化
农民对个人耕地区域的责任。邱黛
玉认为，留茬技术能延长地膜使用
期，可根据耕地条件采用相宜作物
留茬，以保护耕地，减少污染。

兰州鑫银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企管部主任尹长宏说，相关部门须
规范地膜回收再利用程序，市场监
管部门可以耕地为源头，严查不合
格地膜，防止其流到市场上。

针对全生物降解地膜污染虽小
但售价高、推广难的问题，中国塑
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秦文
生建议，综合运用加大补贴力度、
提高行业环保标准等办法，大力推
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据《半月谈》)

今年春耕以来，农资价格上涨
明显。记者了解到，“三秋”生产
前期，作为我国重要的化肥生产基
地，平原县11家规模以上肥料企业
每天可生产化肥约9000吨发往全

国，保障“三秋”用肥。
21日上午，德州市海铁联运示

范基地——— 济铁(平原)物流园内，
集装箱林立，起重机不断进行起降
装卸作业，一袋袋摆放整齐的尿素

准备发往下一站。济铁(平原)物流
园在助力农资调运中独具优势。“三
秋”期间，济铁(平原)物流园设置了
24小时班列，保证农资企业原料、产
品及时运进运出。今年以来，物流园
已发车26列，运送货物5万多吨，每
年可为周边农资企业节约物流成本
800余万元，为保障农资供应提供了
交通便利。 （据新华社）

山东平原县日产9000吨化肥发全国

产量供不应求，国际天然气价
格飙升。快速飞涨的势头，除对包
括石油、煤炭在内的能源价格产生
直接拉升外，已经开始波及其他相
关产业链的供需情况和价格走势，
特别是对国际化肥价格、农产品价
格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一年来，
尿素、氯化钾、草甘膦价格几乎翻
一倍左右，另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9月统计数据，全球粮价在过
去15个月中上涨了40%。

欧洲由于天然气价格飙升已经
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一些化肥企业
被迫减产甚至停产。英国信息分析
解 决 提 供 商 — —— 埃 信 华 迈
(IHSMarkit)预计，目前欧洲关闭合
成氨产能总计为460万吨/年。

为保障粮食的播种和收成，世
界多国在力保化肥产量和价格稳定
上推出一些措施。泰国商业部“商
业降价，化肥助农”项目的实施时
间从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延长至

今年10月31日，期间通过农业合作
社、社区企业等机构向农民出售廉
价化肥，帮助受化肥价格上涨问题
影响的农民。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正
考虑进口化肥，并用政府补贴的方
式按成本价格出售给农民，以缓解
最近几周农业投入品价格的飞涨。
菲农业部长达尔表示，农业部正在
研究降低菲律宾国内市场化肥价格
的措施。可以预计的是，面对国际
化肥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涨还将
持续的局面，下一步对国际粮食价
格的刺激作用还会进一步显现。

（路虹）

国际化肥价格还将持续上涨

20日下午3时，以国家储备氯
化钾对应生产的三元复合肥在全国
棉花交易市场启动线上竞拍。这
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低价竞拍
销售方式向市场投放的第一批储
备钾肥，以全力做好化肥市场保
供稳价工作。

此次竞拍中，中农集团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化肥有限公
司和中国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为三
家卖方企业，另有80余家复合肥企
业为买方企业。今年以来，受生
产成本推动、国际市场传导等多
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国内化肥价
格明显上行。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表示，此次竞拍投放的
目的主要是实现低价储备资源惠
及农民，同时通过储备投放引导
市场预期、撬动社会资源释放，
满足今冬明春复合肥生产，保障
明年春耕用肥需要。

“第一批储备钾肥投放恰逢
其时！”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蓓说，复合肥生产
即将进入高峰，以低于市场价格

20%左右投放氯化钾，释放出钾肥
充足、供应稳定的信号，而以复
合肥价格竞标，可以把钾肥的低
价通过复合肥传递到农民终端，
有助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

据了解，今后一段时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储备钾
肥的持续投放。孟玮表示，下
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
会同有关方面，密切关注国内
外化肥市场形势，进一步发挥
好储备在化肥市场保供稳价方
面的积极作用。

据介绍，此次竞拍销售的复
合肥终端零售最高指导价的起拍
价为3150元/吨，竞拍成交的化肥
将全部投放国内市场，并在销售
包装上标注“内含国家钾肥储备
货源，本产品终端最高零售指导
价XX元”。公众如遇经销商以高
价销售化肥、搭售其他高价化肥
等行为，可致电010-59338682予以
投诉。

（据新华社）

回收废地膜，为啥这么难

图①：10月23日，枣庄市峄
城区古邵镇大辛庄村土地股份合
作社的社员在田间利用农业机械
播种小麦。

图②：10月23日，青州市王
坟镇郭庄村农民整理采摘的柿
子。

当日是霜降节气，天气渐渐

转凉，各地农民仍忙碌在田间地
头忙于管护、收获等工作，随处
可见他们勤劳的身影。

（新华社发）

霜降至

农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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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印发技术方案

指导抓好小麦抗渍

防冻保播种保越冬
9月以来，黄淮海等北方大

部分地区出现多次降雨过程，阴
雨天气多、降雨范围广、累计雨
量大，造成土壤水分饱和，局部
农田积水严重，给秋收秋种带来
不利影响。同时，近期北方地区
出现强降温过程，降温幅度大、
影响范围广，不利于晚播小麦出
苗和培育冬前壮苗。为科学应对
渍涝灾害和低温冻害，以及有可
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农业农村部
日前组织专家制定了《冬小麦抗
渍 防 冻 保 播 种 保 越 冬 技 术 方
案》，指导地方抢排积水、抢时
播种、强化田管、培育壮苗，夯
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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