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过去 30多年化肥尤其氮肥施用太

多，一方面出现了诸如土壤酸化、养分不平

衡、土壤生物活性下降等问题。”南京农业大

学原副校长沈其荣说，“另一方面，我国化肥

利用率较低，当前只有 35%左右，与世界 45%
左右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长期单施大量

元素肥，不仅使农田生态环境、土壤的理化

性状以及微生物群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还使作物病虫害增多，增加了农业生态环境

的潜在污染。

随着全社会对耕地质量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认识的提高，有机肥对土壤质量的改善

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近年来，

《到 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果

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等一系列相

关政策陆续发布，引导农民用增施有机肥、

沼渣沼液、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方式减少

化肥使用量，提升土壤质量。

就果树种植产区来讲，有机肥的使用也

一直是果园施肥方面的一个短板，用好有机

肥能够最大限度地调理土壤结构，增加土地

肥力，养护作物生长环境，土壤“胃病”治好

了，作物营养吸收也就好了。

在山东，果树冬施有机肥和生物菌肥早

已经成为标配，大化肥在冬施肥中的地位逐

步下降，果农用于化肥的投入也明显降低。

通过开沟施入足量的有机肥，可以基本满足

果树的生长需要。在寿光的甜瓜大棚里，底

肥中施入足量的有机肥，一方面可以减少因

为化肥过量引起的烧苗烧根现象，另一方面

可以增加甜瓜的甜度，提高品质。广州市白

云区的小白菜种植基地每年能收获10~12次的

蔬菜，在小白菜种植之前，施入大量的有机

肥，使土壤较为疏松，提高了土壤的保水保

肥能力，小白菜的根系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快速生长。

陕西省白水县尧禾镇汉寨村村民景海

军说：“以前种果树不怎么用有机肥，产量时

高时低，土壤比较硬，用旋耕机旋起来比较

费劲，今年除了施入推荐量的有机肥之外，

我还从其他地方拉了一些农家肥，配合有机

肥施进去，果园的土松多了。”现在，不少农

民已经意识到有机肥对土壤的作用，也享受

到了有机肥带来的好处。

“秋施肥是金，冬施肥是银”，这是经常听

老一辈说的俗语。针对果树等多年生作物来

说，这里面确实蕴含着很多的道理。

为什么土壤要在冬季“大补”？对于果树

等多年生作物来说，经过枝条的生长、叶片的

生长、果实的收获，消耗了大量的养分，后期

生长需要很多的养分来支撑。这些养分一部

分来源于土壤，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后期追肥，

秋冬季节是作物体内和土壤中养分浓度最低

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补充养分，吸收利

用率高。

另外，多年生作物第二年需要的养分都

需要在秋冬季进行储藏，树体储藏养分的多

少是多年生作物来年最关键的养分。

冬施肥要坚持早、足、深三原则。冬施肥

要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快速补

充当年消耗的养分，同时吸收足够的养分满

足来年的生长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早施肥的

土壤温度高，微生物活性高，施入的肥料利用

率高。

冬施肥要足。冬施肥的量不仅要求数量

大，还要种类全。大量元素氮磷钾促进高产，

中微量元素肥提升品质和减轻生理病害，农

家肥培肥土壤和提高果品品质，微生物肥料

改善和净化根际环境以提高根系活力等。要

充分发挥各种肥料的优势，扬长避短，实现果

树优质丰产、土壤肥沃健康、结果盛期延长的

目的。

冬施肥要深。因为多数果树属深根性植

物，在垂直方向上吸收根具有成层分布的特

点，苹果、梨等仁果类果树根系的集中分布层

一般为 20~80 厘米土层，桃、杏、李、樱桃等核

果 类 为 20~40 厘 米 土 层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把

80%的肥料施在吸收根密集区。

刘世昌

冬季“进补”让土壤吃上“健胃消食片”
□ 刘世昌 王岩

编者按：冬天是土壤孕育的季节，一方面要对上一季消耗的营养进行补充，另外一方面要为下一季丰产打下基础，是连接两个生长期的

关键所在。对于越冬作物特别是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来说，冬季合理施用有机肥、生物菌肥、中微肥和专用肥等基肥，能够在土壤和作物根部

积攒来年生长所需的大部分能量，此时施肥要遵循全面补充、快速补充、大量补充的原则，针对不同作物属性，制定合理的营养套餐，给作物

“攒足本”，给土壤“健健胃”。

冬施肥的终极目的是给土壤和作物补充

养分，对土壤中上一年或者上一季消耗的养分

进行补充，满足下一季作物生长的需求。长期

的农业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不同作物或

同一作物的不同生育阶段，对养分种类和数量

的需求是不同的。而专用肥就是根据土壤测

定、气候条件、施肥习惯和作物养分吸收规律

而确定的，为作物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元素，

使之既不过多也不过少，确保提高肥料利用

率，减少化肥对土壤和作物的不利影响。

在北方，常见的专用肥有苹果、马铃薯、

小麦、玉米、葡萄、猕猴桃、石榴等作物专用

肥及套餐方案，南方则主要有柑橘、香蕉、水

稻、蔬菜、茶叶等作物专用肥及套餐方案。

近年来，专用肥一直得到果农的喜爱，

甚至一些果农还攀比谁家施专用肥多，但这

种观念是错误的。农民朋友应根据果树的

营养需求合理补充专用肥，投入过多或者不

足都会对土壤和果园造成影响。河南省灵

宝县石泉乡寺合村的张万平拿到专家提供

的施肥方案后说：“为什么咱们的专用肥施

肥量这么低，我平时的用量都是方案推荐量

的翻倍了。”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姜远茂细心

地告诉他：“专用肥的用肥量是根据土壤和

产量算出来的，目的就是让果树吃饱不浪

费，配方底肥重视磷钾肥的补充，比你原来

的配方更科学，更优化，你可以放心用。”专

用肥的投入是对果树营养的一个补充，是果

树生长的基础，量不在于多，而在于适合，达

到补肥“补胃”的效果。

广西象州的果农说：“果园的砂糖橘前

期坐果率还挺高的，但到后期果子落了满满

的一地，看着都让人心疼。”柑橘的落果与养

分的供应有关系，很多果农都是在 2~3 月份

施肥，肥料前期供应充足，春梢旺长，后期坐

果时候养分供应不足，导致落果现象严重。

施用柑橘专用肥，根据柑橘养分吸收规律确

定配方，肥效能够同时满足速效和长效的需

求，既能保障柑橘的养分供应，又不会造成

砂糖橘落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据《农民日报》

尽管中微量元素肥的用量远小于大元素

化肥，但两者的作用却同等重要，其用量过

多或过少，都会影响作物的“身体”健康。

作物对中微量元素的需求，有些可以从水

分、土壤等自然生长环境中获取，但更多地

需要人工适量增施，以达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张淑香指出，适量的钙可提高细胞壁

的稳定性，抵御病原菌入侵；铁可以减轻马铃

薯枯萎病和苹果黑腐病等多种病害的发生；

锰与其他微量营养元素合理搭配，会显著增

加植物抗逆性。中微肥能够以极少量的投入

补齐作物生长的元素短板，提高肥料的利用

率，帮助农民增产。

陕西省旬邑县张洪镇秦家村的秦春平

常年种植苹果，“这几年好果子不愁卖，但

是苹果上总是有苦痘病、黑点等一些小问

题，好好的优质果变成了次品果。”当地农

技人员发现，这是由于果园土壤中微量元

素 投 入 不 足 ， 导 致 苹 果 苦 痘 病 、 裂 果 增

多，商品率大大降低，影响了果农的经济

效益。秋冬季施肥是解决果树缺素问题最

有效的方式，可以满足果树生长周年对中

微量元素的需求。

在广西扶绥县岜盆乡，在当地农技站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去年入秋后赵东辉为自家

的柑橘地块制定了秋冬季地下补充中微量元

素的方案。该方案是以钙镁硼为主，同时加

入钙镁磷肥调节土壤酸性。经过一年的试验

证明，实施中微量元素配套补充方案后，今

年果树缺素现象明显改善，次果率大大减

少；同时，他们坚持地上地下补充相结合的

思路，在补充中微量元素要结合改土措施，

柑橘品质明显提高。

冬季是补充作物中微量元素的最佳时

期，相比叶面补充，冬施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作物缺素问题，而叶面补充只能缓解缺素症

状。所以针对缺素果园、高产果园或者连续

多年未投入中微量元素的果园，要抓住采果

后的冬施肥关键期。

生物菌肥是微生物肥料的一种，是含有

特定微生物活体的肥料，通过肥料中含有的

微生物，能够促进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改

善作物品质和农业生态环境。利用微生物的

作用，生物菌肥能将原来的废弃物如人畜粪

便、秸秆甚至污染物发酵后变成具有活性的

多功能高效肥料，大量有益微生物的活动能

够增加土壤肥力，刺激和调控作物生长，增强

作物抗逆和抗病能力。

近几年生物菌肥概念很火，但在实际的销

售和推广中却面临着难题。部分果农还没有

意识到生物菌肥的作用，在选择产品方面也比

较盲目，加上市场统一标准还未建立，生物菌

肥难以发挥出其对土壤健康的“保健作用”，农

民要根据自家土壤的实际情况是否选用菌肥。

在山东省济阳的大型黄瓜生产基地，黄

瓜定植前，菜农一般会施入大量的农家肥，但

冬季温度低，会严重影响有机肥的分解和利

用。通过施入生物菌肥，土壤中农家肥可以

加速分解和利用，丰富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

提高微生物的活性。“地温的提高对于黄瓜冬

季生长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冬季，施入生

物菌肥，土壤的温度能明显提高。土壤中微

生物的活动，还能够促进有机质的分解，有利

于大棚作物的生长。”济阳瓜农张志和说。

威海金中元生物肥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

春荣也认为生物菌肥的作用很大，现有技术

已经能够按需筛选菌种，而根据目标作物和

目标市场筛选出的菌种，生产的菌肥效果最

好。以莲藕为例，具有促进莲藕生长作用的

菌种，做成生物菌肥应用在莲藕地后，不仅莲

藕根系发育快，而且浮萍大幅度减少。可以

说，通过补充生物菌肥，为莲藕根系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提高了莲藕对于肥料的

吸收和利用率。

用有机肥“养胃”

···

···

给果园土壤搭配

合理的营养食谱

用生物菌肥“健胃”

用中微肥“开胃”

用专用肥“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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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季节是禽类最不舒服的季节，也是影响畜禽经

济效益最严重的季节。由于气温低、温差大，十分影响

禽类的生长速度，因此，要加强寒冷季节的饲养管理工

作。

控制空气质量 饲养环境的空气质量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因素。尤其在寒冷的季节，保温与通风是冬季养

殖环境的最大矛盾，重视保温而忽视通风换气，这样易

造成舍内空气污浊，病原微生物增加，导致呼吸道等疾

病发生。养殖户要在保温的同时加强通风换气，以日夜

温差不超过 5℃为宜。同时，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减少氮

排放，还要及时清扫粪尿。

关注饮水质量 除了空气质量，养殖户在寒冷季节

也要关注水的质量。可通过饮水添加“爱酸宝”抑制病

原菌繁殖，有利于提高益生菌的繁殖和消化酶的活性，

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鸡的生长，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

潜力。最好给鸡饮用 20℃左右的温水，可防止鸡饮水后

引起的消化不良、拉稀、甚至流产现象。

调配饲料营养 冬季由于畜禽自身体温控制的需

要，体增热增加，需要的能量消耗加大，需要能量饲料的

比例增大。其中，蛋鸡饲料蛋白做到 15%～15.5%即可，

相对提高能量饲料比例，代谢能做到不低于 2700 大卡/
千克，蛋能比 55%～60%之间即可。在蛋鸡全价料中添

加 0.5%～1%的油脂，既能补充能量的不足，还能够提高

饲料适口性，同时减少粉尘，有利于抵抗寒冷，提高饲料

报酬，改善蛋壳质量。此外，冬季温差变化较大，疾病横

行，鸡群应激加大，免疫压力增加，养殖户可在饲料中添

加“富维达”抗应激影响加强剂，有利于提高鸡体质，提

高免疫力和抗应激能力，减少疾病发生。 李力刚

寒冷季节养鸡“三要素”

冬季保温是日光温室管理的重点，尤其是深冬季节，

外界温度已降至零下，冰冷的寒风一旦进入大棚即会对

作物造成很大的危害，如何才能防止作物遭受冷害呢？

门口设挡风膜 从缓冲室进入温室，势必要进行开

关门的动作，这样门口处极易出现蔬菜长势弱、产量低、

易发生冻害的现象。如果将一块长度二倍于门高、宽

1.5-2米的膜顺门口向里悬挂在走道的南侧，下边压严，

开关门就不会那么凉了，对作物的危害也变小了。对于

厚土墙温室，可在室内侧挂膜，推荐使用厚门帘，可有效

缓解门口处冷风直吹的状况。

上风口设挡风膜 冬季温室内仍然要通风换气，上

风口打开后，冷风直接进入棚室，风口正下方的区域温度

变化巨大，作物经常遭遇冷风袭击，在上风口下面设置一

块挡风膜很有必要。方法是：在上风口下方 1 米处设置

一块与温室等长、宽 1.5米的膜，用钢丝扯紧、拉平，使之

呈南高北低状态，南边吊在钢管上，北边固定在立柱上，

该膜冬可挡风夏可防雨，同时风口膜上的滴水可直接顺

此流到走道上，既防止了冷害，又避免了水滴落到植株

上，造成病害的发生，一举多得。

前沿设防寒膜 冬季温室前沿的作物普遍长势差，

易发病，主要原因就是前沿处温度变化大，湿度大，尤其

是夜间更明显。如果在前沿边上设置一块地膜（新的），

上边固定到钢丝上，下边垂到地面，既能防止作物离棚膜

近造成低温侵害，又可将冷雾挡在前面，效果明显。

燕子玉

设好这“三膜”温室作物不遭冻

粪便细小而坚硬，量少，有时几天不排粪，兔的腹部

膨大，水化停滞，触摸兔下腹部可摸到坚硬粪球，该症

状多为肠便秘。可内服食用油治疗：大兔 10-15 毫升、

小兔 5-10 毫升，加等量温水一次内服，也可用温肥皂

水灌肠，每次 20-30毫升，增加青绿饲料喂量，停喂精

饲料，增加运动，供给充足的淡盐水，这样可有效预防

该病的发生。

粪便软稀，呈糊状或水样状，有腥臭味，粪便中混

有未消化的食物，肛门周围粘满稀粪，这多由饲养管理不

当、突然更换饲料、饲喂不定时或不定量引起的消化不良

或胃肠炎型腹泻，要求改变饲喂方法，喂易水化的饵料，

防止饲料发霉变质，更换饲料要逐渐进行。治疗可每次

内服痢特灵 1-2 片，每天服 2 次，同时肌注庆大霉素 2-4
毫升，对严重脱水的病兔可静脉注射 5%的葡萄糖 20-30
毫升。

粪球增大、稍软而无光泽，呈黑色或草绿色，兔的食

欲正常，没有其他症状。主要原因是饲喂的青绿饲料过

多，精饲料量过少而引起，要减少青绿饲料的喂量，适当

增加精饲料的比例。

粪便恶臭，下痢，尾部、肛门周围粘满稀薄的粪便，有

的病兔下痢与便秘交替发生，有时便中带有血丝，病兔消

瘦、贫血、耳发白、有腹水，有时肠内有成串的粪球，死前

发出尖叫声。该症多为球虫病，预防该病可在饲料中加

入氯苯胍、克球粉、复方敌菌净等抗虫药物，治疗幼兔可

在饮水中加入青霉素、痢特灵等药物，可起到止泻和治球

虫的作用。

粪便呈褐色，随即出现剧烈水泻，有时则出现胶冻样

粪便，还有时排黑色水样粪便。粪便后期带血，腥臭，患

兔体温不高，后肢有稀粪污染。该病症可能是魏氏梭菌

症，是养兔业中比较难治的一种疾病，初期可以用魏氏梭

菌病抗血清静注，每千克体重 2-3 毫升，每天 2 次，有一

定疗效；也可用卡那霉素，每千克体重 20毫克，每天 2次，

连用 3天；青霉素+链霉素+维生素 C治疗，也可起到一定

疗效。

初生乳兔的粪便呈黄白色水样，未断奶仔兔和幼兔

发生严重腹泻，排出淡黄色水样粪便，粪便上带有大量黏

液，病理变化：肠内充满大量气体，肠内容物呈胶冻样，该

病状多为大肠杆菌病，治疗可口服庆大霉素 2-4毫升，每

天 2次，也可以在饲料中加入 0.5%的菌毒痢停制成颗粒

饲料喂兔，能起到预防该病的作用。

粪便干硬、量少，粪球呈串状，内有兔毛，特别是初吃

食的仔兔最易出现该现象，该症状为食毛病（毛球病），治

疗该病可喂服食用油或泻药，灌服盐水，并增加青绿饲料

的喂量。 李真

细观兔粪 可治兔病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

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治

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

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

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

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

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着眼百年

大党的使命担当，深入阐述了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的重大问题，具体

而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

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深沉的忧患意

识，体现高远的战略视野，为全党同志上了居

安思危的重要一课。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

思维，多次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

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总书记的这

些告诫和警示，其根本含义就在于，各种风险

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

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

险。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曾多次被

打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古人

讲，“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今天，我

们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面临这

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处理不当

都会对我国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冲击和干扰。

“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有

这样的底线思维，不断增强忧患意识，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充分做好防范和化解各种

重大风险的各项准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

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

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

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自然灾害等方面列举了诸多需要高度重

视的风险，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风险的预判

力与把控力。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

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

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同

志务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有防

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

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

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

动战”，切实提高我们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意

识和能力。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谷防

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底线思维，

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我们就一定能从容应对挑

战、赢得战略主动，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

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