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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6月20日上午，寿光市第五次群众意见建议集
中答复会在商务小区6号楼会议室举行。寿光市农
业局、环保局、物价局等部门及圣城街道、洛城
街道等主要负责人，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进行了集中答复。

27 综合

羊口老咸菜是历史上羊口人在出海打渔时将
蔬菜放在鱼水、虾水中腌制形成的咸菜。如今，
羊口老咸菜价格不菲，成为“地方名吃”。

羊口老咸菜：一斤咸菜两斤肉

28 民生

今年4月至6月举办的寿光首届万人广场舞大
赛，成为广场舞爱好者的狂欢。很多农民不仅可
以在市级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出了风头，更是上
了网络、电视，成为乡里乡亲羡慕的对象。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6月30日，在位于寿光市大西环的顺泰家庭农
场，刚被换下来的滴灌设备摆在院子里，输送带也
捆了起来，准备当作废品处理。

大水漫灌往往伴有过量施肥，对土壤伤害很
大。在寿光市第一批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中，滴灌
技术迅速发展。“2011年，农场作为试点区，全部
安装了滴灌设备。”顺泰家庭农场工作人员范玉玲
说，随着使用年限增长，滴灌设备对水肥要求过
高、易堵孔的缺点慢慢暴露出来。

“堵了孔，水肥浇不上，再好的地也没产
量。”范玉玲说，寻找一种保护土壤、改进滴灌缺
点的灌溉模式在当地已经被列上了日程表。

2013年，在滴灌的基础上，寿光推广了水肥一
体化与微滴灌相结合的“膜下微喷”灌溉模式，解
决了原有滴灌孔径过小易堵塞的问题，又保证了作
物对水肥的充分利用。今年6月，顺泰家庭农场一
次性投资6万余元，将农场内60个大棚全部更换为
微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

据顺泰家庭农场负责人贾崇山介绍，水肥一体
化技术降低了温室内空气湿度，抑制了作物病害的
发生。每亩土地农药用量减少了15%至30%。可控
的水肥配比，杜绝了土壤盐渍化和酸碱失衡。成熟
的水肥一体化技术，保证了大棚内土壤的长期健康
状态。

2012年，顺泰家庭农场7号棚内的锦玉甜瓜长
势不好，口感、产量都不达标。贾崇山立即取了土
样送到检测中心，检测显示：土壤钾元素含量过
低、氮元素含量超标，并有中等程度板结。

知道“病因”后，贾崇山马上在7号棚追施了
高钾水溶肥，但效果仍不理想。

“之前一直按照氮磷钾1：1：1的比例冲施，
却忽略了甜瓜对钾元素要求高的特点。长期错误的
施肥模式，导致了土壤恶化。”贾崇山说。

3个月后，贾崇山再次对棚内土壤取样进行了
检测。“缺什么补什么。”贾崇山说，通过采取改
进措施，7号棚内的土壤逐渐恢复正常。

“今年7号棚的甜瓜产量高，口感也特别好，
卖得不错。这都是提前测土、按方施肥的功劳。”
范玉玲说，现在顺泰家庭农场的60个大棚，每3个
月进行一次土壤检测，随时调节。

无独有偶。在台头镇尚勤家庭农场，侯尚勤刚
栽种不久的60亩树苗和40亩玉米长势正旺，“我每
年至少测土2次，施肥从不盲目追量。目前来说，
100亩地虽然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依然很有活
力。”

“合理施肥，并不是说化肥一无是处、一点都
不能用。”侯尚勤说，应该根据土壤养分状况、肥
料种类及蔬菜需肥特性，确定合理的肥料配方、施
肥量或施肥方式。

“以施用有机肥为主，合理配施氮磷钾肥。”
台头镇华建家庭农场负责人侯建民说，化肥做基肥
时要深施并与有机肥混合，做追肥要少量多次，并
避免长期施用同一种肥料，特别是含氮肥料。

“2010年菜博会上，了解到生物菌肥以后，我
们马上在农场内小规模试用。”范玉玲说，经试
验，施用生物菌肥的大棚产量提高，土壤明显松软
肥沃。由此，农场施肥开始以生物菌肥为主，复合
肥为辅。

“就像人一样，总吃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体质
差，缺乏营养。”贾崇山说，合理搭配，营养均
衡，才能有个好肠胃，对土地来说也是一样。

定期取样测土，科学施肥———

家庭农场

“护土”有方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6月27日中午，在稻田镇梁武赵村见到李
凤宾时，他刚从自家大棚拾掇完地，坐在路边
休息，汗水把他的白背心浸湿成透明状。温度
计显示，李凤宾大棚内的温度已达57摄氏度。

“每年这时候，是高温闷棚的最佳时期。
覆上棚膜和地膜，让地晒上1个半月。”李凤
宾说，“闷了棚，下一茬再种，收成明显见
好。”用石灰氮配合秸秆、鸡粪等有机肥，利
用换茬期给土壤消毒、杀菌，已成为李凤宾每
年夏天必做的“功课”。

据介绍，梁武赵村免费给每个大棚安装了
微滴灌和水肥一体化设备，目前水泵和管道已
经安装铺设完毕。“过两天就能用了。”李凤
宾说，不再大水漫灌，就不会施肥不均、过
量。比例配好的水和肥，作物吸收充分，大大
减少了对土壤的污染。

物理改良与化学改良相结合

近年来，随着土壤重复利用、过度开发和
化肥过量使用，土壤板结、盐渍化加重、微量
元素缺乏、土壤菌群失调等现象愈发严重。

“调节土壤的PH值，维持酸碱平衡，是化
学改良的根本目的。”寿光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主任陈永智说，施用石灰性物质，可以让因过
量施肥而导致酸化的土壤恢复到正常值。

目前，寿光的大田和设施蔬菜土壤酸碱性
尚未出现过低或过高等恶劣情况。“即便是寿
北盐碱地，随着多年的正确管理，土壤情况也
已趋于好转。”陈永智说，当务之急，是在物
理改良方面多作努力，调节土壤菌群、提高土
壤有机质含量。

2010年11月，寿光启动“沃土计划”示范
工程，规划建设2万亩高效生态示范区，依托
科技科学施肥，推广生物菌肥改良土壤，激发
土壤活力。3年多来，寿光市政府每年补贴300
万元，累计示范7万亩、推广辐射9万亩次，带

动12个镇街、32个合作社、56个示范基地等700
个示范户增收2亿元。

“工程实施区土壤有机质提高了0 . 15%，
肥料利用率提高了15%以上。”陈永智说，土
壤容重降低、孔隙度提高，土壤物理性状和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为实现蔬菜增产优质打下良
好基础。

2014年到2020年，寿光市财政每年将支出
800万元，继续实施“沃土”工程，每年推广5
万亩以上土壤改良，7年实现全市35万亩大棚
“沃土”全覆盖。

推广水肥一体化和测土施肥

和梁武赵村一样，在了解了水肥一体化技
术的好处后，稻田镇几乎每个村都用上了先进
的灌溉设备。

西丹河村是稻田镇第一批试用微滴灌和水
肥一体化设备的村。村民董玉松称，因大水漫
灌年限长，浪费水肥不说，土壤也严重板结。

“土都邦邦硬，有的地方还长了苔藓，跟
石头一样，种啥都减产。”董玉松说，自从去
年深耕之后，换了新的灌溉设备，以前苗子长
个的劲头，又回来了。

与常规畦灌施肥相比，采用水肥一体化技
术和微滴灌施肥，地温可提高2 . 7摄氏度，增
强了土壤微生物活性，促进了作物对养分的吸
收。目前，水肥一体化技术也在孙家集街道和
圣城街道同步推广中。

与此同时，寿光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测土配方施肥包括“测土、配方、配肥、供
应、施肥指导”五个环节。

“测土是所有环节之首。”寿光肥料土壤
检测中心经理张明勇说，“土壤缺什么，施肥
才补什么。不了解土壤和作物需求，盲目施用
化肥，必然会造成减产和土壤恶化。”

经过测土检测之后，孙家集街道岳寺韩村
韩建军家的大棚黄瓜吃上了“营养套餐”。

“以前都是整袋整袋的化肥往里倒，就怕
肥力不够影响产量。结果产量没上去，地也毁
了。”韩建军说，现在有了“科学菜单”，土

壤肥力恢复了，黄瓜的长势明显见好。

广泛使用高碳有机肥

“经定位检测，长期用鲜鸡粪等低碳有机
肥的大棚土壤，有机质提升缓慢。这说明，低
碳有机肥对土壤的改良效果不理想。”寿光市
农业局副局长康晓颖说，高碳有机肥可快速增
加土壤中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通透性，有效
防止土壤板结。几种新的高碳有机肥，正在进
行可行性试验。

康晓颖介绍，对大田小麦等作物来讲，麦收
时，联合收割机直接将秸秆粉碎后还田，既起到
保湿保墒的作用，分解后又能变成高碳有机肥。

“大棚作物因含木质素较多，无法粉碎成
肥。目前，稻壳粪是最好用、也是使用最普遍
的有机肥。”陈永智说，稻壳粪中有近80%的
稻壳含量，大大提升了大棚土壤的通透性，利
于作物根部呼吸，提升作物产量。每年施用一
次稻壳粪的大棚土壤，基本不会出现板结、盐
渍化等严重问题。

目前正值大棚换茬期，很多种植户正用旋
耕机，把刚买来的稻壳粪“打”进地里。

“土壤和人一样，需要‘疼爱’。”纪台
镇玉皇庙村村民张焕然说，“年年不管地，还
盼着年年高产，是不可能的事。”每年6月
底，张焕然就买了20立方米的稻壳粪，给自家
的大棚“喂”上了。

“虽然不便宜，但作为回报，来年肯定是
个丰收年。”张焕然说。

如何让板结的土壤重焕活力？寿光实施“沃土计划”，

推广水肥一体化、配方施肥、高碳有机肥等———

土地的“劲儿”又回来了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6月29日，在寿光市稻田镇东稻田村，村
民李金光正在忙着把前天刚买的稻壳粪运到大
棚里。

“3个大棚，一共买了90立方的稻壳粪。
这个棚旁边的路太窄，只能用电动三轮车一点
一点拉进来。”李金光说。

记者跟着李金光进了大棚，只见他把一把
旧螺丝刀插进地里，一撬，螺丝刀断了。

“已经板结得很严重了，去年也用过鲜鸡
粪，但效果不好。”李金光无奈地说。

种着3个大棚的李金光，是村里最早用上
稻壳粪的种植户之一。他的3个大棚，俩新棚
由于运输方便，一直用着稻壳粪，这个“老
棚”却没用。

“我也想对比一下用和不用的区别。”李
金光说，“毕竟好的稻壳粪一立方就要100多
元。一个七分地的大棚，一年至少要用30立方
稻壳粪，再加上运输费，投入接近4000元。”

李金光说，新棚用稻壳粪加复合肥，老棚
只用复合肥。一年下来，新棚的产量比老棚高
出30%。见到效益后，李金光咬咬牙，今年给3
个大棚都买了稻壳粪。

“老棚旁边路窄，得一车一车推进去。”
李金光说，比起回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现在，村里几乎每个大棚都用稻壳粪，
大家舍得花这个钱，因为效果确实好。不能光
算小账，要算大账。”李金光说，这回他算是
想明白了。

寿光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陈永智
说，像李金光“老棚”的板结和盐渍化程度，
今年开始施用稻壳粪，要把地完全“养”过
来，得两三年。

“鲜鸡粪虽然也是有机肥，但碳氮比太
低，培肥地力的效果远远不及稻壳粪。”陈永
智说，另外，稻壳对土地疏松至关重要，能保

证作物根系正常生长。现在老百姓的观念改变
了，作为目前最好用的高碳有机肥，稻壳粪推
广起来几乎没难度。

曾几何时，一句“向土地要产量”，不仅
让蔬菜产量连年递减，还把原来肥沃的土地弄
没了。化肥的过量使用，让寿光80万亩的设施
蔬菜土地连年“喊累”。

稻田镇圈子村村民张先晨种植哈密瓜已有
10年的时间。一个月前，他的哈密瓜蔫了蔓，
冲施了很多养根的化肥也不见效，张先晨拔出

来一看，发现根就像没长大一样蜷缩着。请教
了技术人员才知道，是土壤板结导致根系伸展
不开，营养跟不上。

“土已经硬得渗不下水了。施用的氮肥太
多，有机肥太少。”寿光市高级农艺师刘春香
开出“方子”：停用化肥，追施生物菌肥。增
加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先活化土壤，再按需施肥。按照要求施肥后，
张先晨大棚里土壤板结情况改善了很多。

“种地先养地，以后这老脑筋要更新升级

了。”张先晨说，“以前只知道化肥要少用，
现在知道还要增施生物菌肥。虽然成本增加
了，但回报更多。”

李金光称，除了冬天要浇两次复合肥外，
自家大棚里的茄子常年施用有机肥。“有对比
就知道，过量用化肥没好处，土壤板结就是很
好的例子。作物吸收不了，还把土地污染
了。”李金光说。

自2005年开始，寿光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
程，逐年扩大示范面积。2013年，测土配方施
肥面积已达100万亩，覆盖14处镇街。

为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寿光成立了专门技
术小组，为农民提供测土配肥服务。在各种植
示范区竖立标识牌，详细公布土壤养分情况、
用肥情况、施肥方法等，在各村宣传栏、村委
大院等村民集中活动场所张贴测土信息、配方
施肥方案，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到田间地
头。

“正常情况下，大棚蔬菜种植土壤中，氮
元素每千克含量为80至120毫克，钾元素每千
克含量为300至400毫克，有机质含量20%左
右，PH值6至8之间。”寿光肥料土壤检测中
心经理张明勇说。

几天前，纪台镇玉皇庙村的张宜春带着从
自家的茄子大棚中取出的土样，来到了检测中
心。检测报告显示，张宜春的送样土壤中，有机
质含量不足6%，钾元素每千克含量为160毫克。

“去年产量不高，就取了土来检测一
下。”张宜春说，了解土壤的“科学菜单”之
后，回去要多施生物菌肥，并补充部分高钾
肥。

张明勇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了解
了测土配方施肥的重要性。理性、高效、护土
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测土配方施肥正在成为
很多寿光农民的主要施肥方式。”

“闷着头种地，自己心里都发虚。给土壤
‘把了脉’，‘开了方’，剩下的，只需要
‘按方抓药’就行了。”张宜春说。

“按方抓药”，舍得投入有机肥，减少化肥用量———

农民施肥观悄然改变

□单辰 报道
稻田镇杨营村

村民李成祥展示使
用有机肥的肥沃土
壤。

□单辰 报道
李凤宾正在用旋耕

机给地里“打”稻壳
粪。

□单辰 报道
因未使用稻壳粪，菜农李金光老棚内土壤板结严重。

面对面提问，部门负责人作答，网上

全程直播，含糊其辞过不了关———

群众所提意见，当场明确答复

不光在村里跳，还能去市里大家一起跳，

广场舞成为寿光群众最好的健身休闲方式

万人大赛，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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