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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王卫斌
水 溶 肥 指 完 全 可 溶

于水的复合型肥料，形态

主要分为固体和液体，按

养分含量分为大量元素、

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水

溶肥料，市场上也普遍存

在含氨基酸、腐植酸等的

功能性水溶肥料。

水 溶 肥 不 仅 种 类 较

多，而且配比多样，如氮

磷钾配比均衡的平衡型

肥料、高氮肥、高钾肥和

高磷肥等，同时肥料本身

还包含对不同作物生长

起关键作用的各种中微

量元素，而传统的复合肥

虽然都是包含两种及两

种以上元素的肥料，但主

要成分仅为氮磷钾，配方

及营养元素相对单一。

水溶肥的用量及作用

水溶肥的使用区域较

为广泛，几乎适用于我国

各个地区，采取的施用方

法主要为叶面喷施、膜下

滴灌、根部冲施及山地喷

灌等，可针对不同地域种

植环境的特点制订最佳的

施用方法，而不像复合肥

一样必须完全用于种植作

物的土壤下面。水溶肥通

常为浓缩型粉剂或液体，

使用量一般较少，以普通

的平衡型水溶肥为例，如

果冲施使用，每亩地所需

用量仅为5kg左右，而使用

复合肥最少也要40kg。
水溶肥主要作为作物

的追肥来使用，是速效型

肥料，作物吸收速度较快，

但施用之后效果的持续时

间较为短暂，仅适合作物

生长期间的需肥高峰期，

而复合肥一般是作为种植

初始的底肥来使用。水溶

肥的吸收利用率较高，实

验表明，如果施用方法得

当，一般可达 90%左右，最

高达 95%以上，几乎是全

部吸收，而传统复合肥在

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吸收利

用率最多仅为60%。

水溶肥的优点

第一，营养充分，肥

效显著。与传统复合肥

相比，水溶肥最大的优势

就是拥有不同作物在生

长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营

养元素，例如铁、锰、锌、

铜、钙等。水溶肥不仅含

有特定的营养元素，而且

对提高作物品质、减少生

理病害均有较大帮助，所

以目前各地逐步将水溶

肥应用于经济作物的种

植中，效果显著。

第二，节能环保，利

用率高。对于水溶肥的

生产和使用而言，二者对

于环境的污染程度低于

复合肥。正规的水溶肥

生产企业必须拥有一套

达标的生产污染净化系

统，加上先进的生产技术，

产生的污染变得少之又

少;水溶肥中所含金属元

素和氯化物少于传统复

合肥，避免造成土壤养分

失调、结构破坏等现象。

水溶肥使用技巧

水溶肥施肥过程中，

为达到最佳效果，要结合

水溶性肥料的特点，掌握

一定的施肥技巧。

1、避免直接冲施，要

采取二次稀释法。由于

水溶性肥料有别于一般

的复合肥料，所以农民就

不能够按常规施肥方法，

造成施肥不均匀，出现烧

苗 伤 根 ，苗 小 苗 弱 等 现

象，二次稀释保证冲肥均

匀，提高肥料利用率。

2、严 格 控 制 施 肥

量。水溶肥比一般复合

肥养分含量高，用量相对

较少。由于其速效性强，

难以在土壤中长期存留，

所以要严格控制施肥量，

避免肥料流失，提高施肥

的经济效益。

3、尽 量 单 用 或 与 非

碱性的农药混用。比如

在蔬菜出现缺素症或根

系生长不良时，不少农民

多采用喷施水溶肥的方

法加以缓解。在此提醒

农民朋友，水溶肥要尽量

单独施用或与非碱性的

农药混用，以免金属离子

起反应产生沉淀，造成叶

片肥害或药害。

菜农圈

水溶肥对比复合肥 优势在哪儿

八月的吕梁山草丰茂，硕果累累。17
日一大早，孝义市大孝堡镇东盘粮村体育

馆就已热闹无比。来自全市 13 个县（市、

区）的农机手们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准备

在这擂台上一展身手。场馆两侧，一台台

大型农机威风凛凛地整齐排列着，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检查与调试，为即将

开始的比赛做最后准备。

“我宣布，第二届农机操作手、无人植

保机培训技能大赛正式开始。”伴随着省农

机中心副主任张本源铿锵有力的声音，大

赛正式拉开了帷幕，选手们开始现场抽签、

练习，确保下午的比赛万无一失。

据了解，本次大赛不仅是吕梁市第四

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为

在我市举办的全省农机操作手大赛选出优

秀参赛选手。其中，拖拉机比赛项目分为

拖拉机与旋耕机的挂接、移库及定点停放，

拖拉机模拟田间开沟作业两个项目，要求

每位参赛选手分别在五分钟内按照要求路

线完成作业。植保无人机专项赛分为药液

配制与实际操作两个环节，每组配备 2名飞

手，以农药配制的正确流程、植保方案的合

理性、操作的稳定性能力作为评判标准。

下午 3时，比赛正式开始。参加选手们

纷纷亮出“看家本领”，在比拼中互学互鉴、

各展风采。参赛选手王永富神态自若，操

作机器十分娴熟，只见他在被实线划分的

狭小空间内灵活倒库、移库、挂接和解除旋

耕机，完美又迅速地完成了规定动作，在场

的其他选手连连叫好。

植保无人机比赛项目的选手们两两搭

配，神情严肃，他们认真操控着遥控设备，控

制着无人机起降、划线、画圆。大家都怀揣着

新奇和学习的心态，以赛代训，互相之间取长

补短，每一位农机手精湛的技艺和勤勉的步

伐都将为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这次比赛可以展示我们富东农机合

作社的实力，也能提升自我，我的不足可以

向其他人学习。”参赛选手任鹏腾说。

“我们从全市 28个合作社遴选了 100名

机手，举办这次技能大赛，目的就是要以赛

促学、以赛促训、促进提升技能，同时为参加

全省、全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希望各位选

手赛出水平、赛出风尚，争当吕梁农业的‘技

术状元’‘技术能手’，也希望各县（市、区）总

结经验，培养更多的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

手、经营能手，催生更多种植大户、养殖大

户，造就更多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为吕梁

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市委农办

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林强说。

乡村振兴，农机先行。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

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全省率先将未列入中

央补贴的 14 种农机具纳入财政补贴范畴，

农机作业的物质基础和装备水平得到了显

著提升。全市保有大中型农用拖拉机 8195
台、小型农用拖拉机 8340台、谷物联合收割

机 1700台、拖拉机配套农具 19026部，配备

机动植保机械 1057 台（套），持证机手达到

13800余人，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64.8%。同时，建成适合现代化农机作业

的高标准农田 170余万亩，完成撂荒地宜机

化改造 20 余万亩，推广农业生产托管 160
万亩，农业强市基石更为稳固。

风好帆正悬，奋进正当时。这次大赛

不仅充分展现了我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

劳动人民风采，营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保障粮食安全的浓厚氛围，同时也通过人

工向机械化逐渐转变的方式，进一步助推

了我市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让我市乡村

振兴的步伐走得更加坚定有力。

“我们北武当镇坚持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支持甜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高质量发展，探

索种养加农牧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用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山县北武

当镇党委书记白玉介绍说。

方山县北武当镇甜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

被确定为 2023 年度省级特色产业帮扶基地，

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由方

山县天玉生态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联合农户发展甜糯玉米种植业，带

动养殖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奏响生态产业

致富曲。

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基地

心有多高，舞台就有多大。方山县北武当

镇甜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的合作社负责人介

绍，2023年，基地高标准打造年生产加工 600万

根鲜食玉米棒的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所有项目

工程都在按预定计划进行。合作社精挑细选

了一些管理能力强、具有先进施工经验的人组

成精干高效的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由项目经

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各专业施工员、专职质检

员、安全员等组成，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项

目班子受合作社监督，保证科学高效地组织施

工与管理，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基地。

俗话说，高楼万丈平地起，方山县北武当

镇甜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的高起点规划，离不

开几年来积累的坚实基础。方山县天玉生态

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于 2018年在国家级风景

旅游区北武当山脚下的北武当镇下昔村成立，

这里与一代廉吏于成龙故居来堡村相邻，四面

群山环绕，山清水秀，境内无重污染型企业，特

别是近年来“四宜方山”的建设，带动这里的环

境更加生机盎然。优美的自然环境为发展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合作社审时度势，巧抓机遇，把国家政策支持

和市场需求相结合，注册资金 1000万元，主营

甜糯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与加工销售。现在

采用密植技术种植的甜糯玉米林郁郁葱葱，株

株玉立，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边，棒子长势喜

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风光和诗

情画意，为发展农文旅打下了基础。

农牧循环让产业生态化

近年来甜糯玉米市场价格保持在相对较

高水平，方山县北武当镇独特的地理和气候

优势，使农民种植甜糯玉米收益远高于种粮

食收益。甜糯玉米加工附加值很高，采摘时

间较早，采收后的玉米秸秆茎叶营养丰富，可

作为畜牧饲养业的优质饲料，用于饲喂奶牛

比喂青草产奶量提高 10%以上，牛畜粪便是

种植玉米的生态肥料。扩大甜糯玉米产业符

合畜牧业发展对优质饲料的需求和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利于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甜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运营过程中，由合

作社向农户提供科学的种植技术和优良种子，保

证了玉米质量，提升了农户种植积极性，基地种

植面积逐步扩大到近 2000亩，有力带动种植户

增收。合作社成立以来，通过种植甜糯玉米直接

带动400余户种植户脱贫致富。结合市场行情，

合作社逐年提升农民种植的甜糯玉米收购价格，

从最初的 0.5元/穗逐渐提高到 0.63元/穗，最大

程度地让利农民，户均年收入可达9450元，较大

种植户可收入 20000元以上。推广玉米秸秆青

储饲料，让种植户收益翻倍。在乳熟期甜糯玉米

采摘后，玉米秸秆可制作青储（发酵）饲料，按市

场价500元/吨计算，每亩可增收1000元，户均增

收约 5000元，规模较大的种植户可增收 20000
元以上，带动了当地养殖业迅猛发展，一头牛帮

助养牛户实现年收入 8000-10000元，促进农户

收入再提升。甜糯玉米加工产业项目可解决季

节性岗位60个，长期岗位30个，带动就业人员人

均年收入 10000-50000元，有效减少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引导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推动农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支撑生态产业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方山县北武当镇甜

糯玉米产业帮扶基地项目依靠科技加速推

进，改良土壤 3000亩已完成，每亩土地配备复

合肥 100kg，采用旋耕土地、覆盖地膜等现代

化耕作方式。合作社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签订技术支持合作协议，农学院派驻专家、合

作社派技术员为农户进行技术服务，从土地

改良到玉米耕作、生长管理、成熟收储提供全

程技术指导。现有速冻玉米生产线的升级改

造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部分设备已到位并

正在安装，其余设备也将陆续到厂。已建成

玉米剥皮蒸煮分选区 500㎡，完成了对生产区

的升级改造，扩建厂区道路 800㎡，改造员工

宿舍、就餐区域、展厅装修等项目也已经完

成，群众期待着升级改造后的甜糯玉米产业

帮扶基地成为美好生活的新引擎。

北武当镇河庄村康东娥是种植甜糯玉米的

受益者，往年她家年产 20多亩甜糯玉米棒可以

卖 3万多元，秸秆可以卖 8000-9000元。自己在

甜糯玉米厂打工，每月工资 2700-2800元。一

年下来，夫妻两口子凭借甜糯玉米能挣七八万

元，今年更加值得期待。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

他们投资 300多万元，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即

将启动的先进科技装备，可以让基地的甜糯玉米

收储加工能力大提升，从之前一年只能加工 300
万根甜糯玉米，改造后可以加工 600万根，原来

需要 60多个劳动力的活，现在有 30个工人就可

以完成，效率提升一倍，成本大幅降低，可以带动

更多农民种植甜糯玉米增收致富。

时下，石楼县龙交乡王家沟村的庭院果蔬迎来了丰收。王家沟村地处山大沟深的棋盘山脚下，很多农产品难以走出大山。吕

梁市会计学校驻王家沟村帮扶工作队就地取材开展消费助农活动，工作队员每周五驾驶运输车辆穿梭在王家沟的地头田间采购老

百姓需要出售的农产品，再运往市区销售点进行售卖。在帮扶单位的助力下，王家沟村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在走出大山的同时也鼓起

了村民们的腰包。“西红柿、玉米、豆角、黄瓜、辣椒这些应季农产品不再发愁卖不出去了，王家沟村老百姓发展庭院经济的信心开始

倍增。我们会把消费助农活动长久搞下去，探索更多农产品城乡产销衔接的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吕梁会计学校驻王家沟村第一

书记刘静琼说道。 记者 刘亮亮 摄

▲▲图为吕梁会计学校驻图为吕梁会计学校驻

王家沟村第一书记刘静琼给王家沟村第一书记刘静琼给

出售农产品的老百姓付款出售农产品的老百姓付款。。

图为吕梁市会计学校图为吕梁市会计学校

驻王家沟村帮扶工作队队员驻王家沟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采购老百姓庭院内的农产品采购老百姓庭院内的农产品。。

“赛”出现代化农业风景线
——吕梁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农机操作手、无人植保机培训技能大赛侧记

□ 本报记者 刘华

▲▲

日前，安徽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一

村一名大学生村医提升计划”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规定

到2026年，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至少有

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大学生村医，同时

解决乡镇卫生院本科学历人员缺乏问

题。《实施方案》从培养类型、中医师承

定向培养、待遇保障等方面，明确该省

未来几年培养大学生村医的方向，也划

定各主体单位责任。这些举措是提升

村站医疗服务水平、筑牢三级医疗卫生

网的切实之举，值得点赞！

乡村医疗关乎百姓健康，也关乎基

层医疗体系建设。一直以来，乡村医疗

技术、设备、人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

约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瓶

颈。让村民在家门口能看上病、看好

病，离不开优秀的乡村医生。面对农村

医疗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应聚焦培养

高质量大学生村医，强化部门协同配

合，完善激励引导措施，消除大学生村

医后顾之忧，稳定基层医疗队伍。

但是，要做好乡村卫生医疗，仅靠政

策要求远远不够，让大学生安心在乡村

工作，还要为大学生村医多做“暖心事”。

提高大学生村医待遇。《实施方案》

已出台一些措施保障大学生村医工作待

遇，但乡村工作生活条件不便、环境艰苦，

大学生村医除了承担诊疗工作，还要承担公共卫生、慢性

病防控等工作，工作量较大。完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留

住人。各地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提高大学生村医

待遇，也可以按照学历、执业资格、职称等因素在单位内

部分配中对大学生村医予以倾斜，提高岗位吸引力。

提升大学生村医水平。在培养模式方面，结合

村医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培养院校科学合理确定

人才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度、考核

方式和毕业要求等，科学制定教学计划，灵活掌握培

养方式，严把教学质量关，既提升学历，又提升工作

能力。医学需要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处理各种疑难杂

症、为患者服务。引导大学生村医努力提升医学技

能。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和实

践技能，提升服务水平，拓宽他们的职业发展空间。

关注大学生村医职业发展。许多大学生村医满

怀工作激情步入工作岗位，但时间一长，难免产生厌

烦枯燥等情绪。如果职位晋升、技术提升缺少有效

途径，就会严重伤害他们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逐渐

离开乡村。政策上倾斜，建立符合大学生村医的晋

升之路，让他们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应有的价值。

精神关怀同样不可少。农村工作条件艰苦，刚

刚步入乡村工作的大学生承受的压力、困难比在城

市工作的同龄人要大。多关注大学生村医的心理健

康，提供配套措施缓解他们的职业和生活压力，有利

于提升大学生村医精气神，让其扎根乡村安心工作。

大
学
生
村
医
要
助
力
扎
根
乡
村

一、选择优种

夏 季 气 温 高 湿 度 大

连阴雨多，应选择抗病性

强，抗热性强的中早熟优

良品种。

二、苗床准备

1、夏 茬 茄 子 一 般 都

在阳畦育苗，挖建好阳畦

后，在畦的表层施腐熟的

马粪，腐熟的牛粪和腐熟

的兔粪按 3：1：2的比例混

合搅拌均匀，然后深翻。

让这三种腐熟的有机

肥均匀，耙平准备播种，这

样混施有利于提高苗床温

度 ，促 使 幼 苗 能 提 早 移

栽。还能培育茄苗健壮，

绿色，满足一生所需养分

的需求，为各生育期打下

丰产品质优的基础。

2、配 合 适 当 少 许 的

三元复合肥。

三、浸种催芽和播种

1、亩用种子 80 克左

右，将种子倒入 55℃温水

的碗内。

搅拌均匀后，当温度

下降到 35℃捞出摊开，用

毛布包好，放在无光，无通

风，阴暗处的 30℃上下进

行催芽。每天用干净的清

水漂洗 1 次，大约 7 天时

间，就可长出白芽播种。

2、催芽

也可用阿司匹林药片

碾碎，倒在1：500的35℃温

水，然后将种子也放入水

内浸泡30分钟左右即可扦

插，成活率大大提高，促进

生根发芽，根系更健壮。

3、播种前要洇地

待 畦 内 水 完 全 渗 完

后，即可播种。播种时将

种子与适量的细沙混合

均匀，再浅覆盖一层过筛

的 细 土 ，1 厘 米 左 右 即

可。然后盖上农膜。

四、温度管理

茄子是喜温茄科类蔬

菜，因此对温度要求高，白

天温度在 27℃左右，晚上

温度在 22℃左右，采用盖

草苫或盖棉帘来调节，9
天左右即可出苗。

五、苗期管理

为确保苗齐苗匀，要

及时定苗。不要拥挤，否

则 株 细 ，苗 弱 ，不 健 壮 。

所以间苗距离 4厘米左右

比较好。

当 幼 苗 长 至 2- 3 叶

时及时分苗，分苗前将配

好的营养土装入盘子内，

整齐排列在阳畦内，然后

把起出的秧苗定植在盘

子内，再分喷淋浇透水。

分完苗后用农膜遮上畦

面，以防风吹过度，引起

发黄现象。

畦 内 白 天 温 度 应 保

持在 25℃，晚上温度应保

持在 23℃，定植前 5天，要

偶尔畦内放风，否则经不

起温度和风的侵袭。一

般情况 3-5天即可定植。

北园
据《山西农民报》

茄子育苗 有技巧

图为长势喜人的甜糯玉米林图为长势喜人的甜糯玉米林。。王卫斌王卫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