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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的察尔汗盐湖厂区。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图②：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贾千楼村，红薯田里用上水肥一体化浇灌技术。

图③：太康县诚至农牧专业合作社，农民驾驶农机为小麦浇水施肥。

图②③均为王青俊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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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作为“粮食的粮

食”，化肥供应至关重要——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加强化肥等农资生产、储运调控。

钾，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能

有 效 促 进 光 合 作 用 和 养 分 输 送 。 曾 经 ，由

于 原 料 缺 乏 ，我 国 钾 肥 供 应 完 全 依 赖 进

口 。 青 海 省 格 尔 木 市 察 尔 汗 盐 湖 的 开 发 ，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钾肥工业原料短缺的问

题。如今，我国钾肥自给率约 50%，形成了

从原料供给、钾肥生产、销售流通到科学施

用的完整链条。

眼下正值春耕季，也是施肥关键期。本

报记者跨越 2000 余公里，在青海、河南等地

深入一线，探访钾肥保供情况。

完善技术，将氯化钾
含量提升至 98%

地点：青海格尔木，盐湖

任务：提取原料

高原戈壁，乍暖还寒。

察尔汗盐湖浩浩碧波，卤水中闪现的盐

花晶莹剔透。盐湖中，一艘艘采盐船缓缓游

弋。伴随着发动机的嗡嗡响声，清澈的卤水

经 过 采 集 处 理 后 ，由 管 道 直 接 输 送 到 采 收

车间。

这里，就是钾肥的“故乡”。

察尔汗盐湖拥有我国最大的可溶性钾镁

盐 矿 床 ，其 中 钾 储 量 占 全 国 可 开 采 储 量 的

60%以上。去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钾肥 580 万吨，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有

力支撑。

广袤农田，春耕正忙。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部 门 日 前 下 发 通 知 ，要 求 积 极 稳 妥 推 动

2023 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高质量发展，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化肥的稳定生产，

是保供稳价的基础和前提。

“以前，全厂开足马力干一天，最多生产

几百吨钾肥。现在只需动动手指点击鼠标，

一条生产线就能生产六七千吨！”盐湖公司

钾肥分公司生产一车间主任丁启军黝黑的

脸庞与亮白的钾肥对比鲜明，他笑着说，在

智能化车间，钾肥生产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操

作，“经过蒸发浓缩、提纯、结晶、干燥等流

程，钾肥的主要成分——氯化钾，就从卤水

中提取出来。随着技术的完善，生产过程实

现了‘细嚼慢咽’，氯化钾含量由不足 90%提

高到了 98%。”

走进钾肥生产车间，各条数字化生产线

颇为忙碌。“我们通过固液转化、老卤循环、贫

富兼采等技术，不仅提高了钾的提取率，而且

把卤水中的伴生资源‘吃干榨净’，最后的尾

卤又通过溶解转化工艺回到盐田，实现资源

梯级开发。”盐湖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马国

华说，“创新，让钾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相当于再造几个察尔汗盐湖，我们保障钾肥

供应的底气不断增强。”

移步钾肥干包车间，一袋袋打包好的钾

肥原料整齐码放成小山，正待装车。销售分

公司副总经理宋先民介绍：“我们联合青藏铁

路公司，开通发往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钾

肥专列，用最短的时间，把青藏高原的钾肥原

料送到下游厂家，送往田间地头。”

升级工序，日产量可达
5500吨

地点：河南新乡，化肥厂

任务：生产复合肥

连 续 3 天 ，昼 夜 驰 行 ，跨 越 2000 多 公

里 ——

上午 9 点，随着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停

靠在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新乡基地厂区。25 个深蓝色集装箱，满载

1500 吨钾肥原料，等待卸货。

河南省新乡市，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基

地和种子基地。春耕用肥关键期，心连心公

司 10 条生产线做足生产准备。

叉车搬运、投料计量、熔融制浆……经过

12 道环节，来自青海盐湖的钾肥原料将与这

里的尿素、磷肥等充分融合，以“复合肥”的身

份完成蝶变。

“散装仓投料作业、全自动缝包装备、产

品信息自动录入……每道生产工序都进行了

升级，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走进机器轰鸣

的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刘兴旭告诉记者，

“眼下，日产量可达 5500 吨。”

在物流调度中心，数字大屏上实时显示

调度情况。“我们利用统一物流平台，充分吸

纳社会运力资源，提高发运能力。目前仅新

乡基地日平均成品提货车辆就达 300 辆以

上，峰值可满足 450 辆以上车辆周转。同时，

实施机械化、自动化 24 小时无人装车模式。”

刘兴旭介绍。

2015 年 起 ，我 国 持 续 开 展 化 肥 使 用 量

零 增 长 行 动 。 生 产 向 绿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升

级 。 对 于 化 肥 生 产 企 业 来 说 ，如 何 应 对 市

场 变 化 ？ 刘 兴 旭 表 示 ，减 量 增 效 倒 逼 企 业

加 大 科 技 投 入 ，提 升 产 品 质 量 ，服 务 更 加

精细。

农作物不会说话，但每一种作物都有自

己的“个性”。为了摸清各种作物的“脾气”，

刘兴旭和同事们没少下功夫，“针对不同农作

物的生长需求，我们在传统复合肥的基础上，

创新利用腐植酸、乳酸菌，研制 200 多个生产

配方，破解了土壤酸化、板结等问题，减肥增

效又长效。”

不同土壤也需要不一样的施肥方案。心

连心公司在各地建设 122 个服务中心，制订

施肥方案 105 个。“目前，‘一区一作一肥一

技’农业服务模式不断成熟，线上 APP 也把

农业专家和农户紧密连在一起。科学、绿色、

高效，大家‘多向奔赴’同一个目标，这感觉真

好！”刘兴旭说。

送肥到家，打通供应
“最后一公里”

地点：河南新乡，销售点

任务：精准配送

豫北大地，阳光普照。渐次返青的麦苗，

急待施肥。

“老张，快，再送两吨氮磷钾复合肥！”电

话里，种粮大户黄玉斌语气急切。

新乡市新乡县农资总公司七里营服务点

负责人张凤标忙招呼人装车上路：“现在正是

小麦追肥关键期，施好、施足肥料，对小麦拔

节非常重要。”

干农资 20 多年，张凤标的服务范围覆盖

七里营镇周围上千农户，年销售化肥 300 多

吨。“当好化肥厂和农户的中间人，离不开经

验和默契。摸准土情、苗情，才能精准配送化

肥，这是经验；和农民简单聊几句，就能知道

他们需求，这是默契。”

点开经销商于尚奇的微信，2000 多个联

系人中，绝大多数是附近的乡亲。

“不光咨询买化肥、种植问题，还打听农

产品销路，大家都通过微信交流。”于尚奇今

年 34 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子承父业搞

化肥经销。在经营方式上，“新农人”有着自

己的思考：“按照不同的村子，我们帮化肥生

产厂家、农技人员还有种植大户建了微信群，

有啥问题随时沟通。去年开始，我还尝试在

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作品，介绍化肥产品，普及

小麦、花生等作物的常见病虫害问题，最高浏

览量达到 23 万！”

交通不便的地区，运费高，卖化肥不挣

钱，经销商不愿去，谁来兜底？

新乡市供销社依托全系统 256 家庄稼医

院、117 个专业合作社、3000 余个村级综合服

务社的农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提供送货上

门服务，打通化肥供应“最后一公里”。截至

今年 2 月底，全系统销售肥料 10.08 万余吨，

其中近 1/3 销往交通不便地区。

“今年我们将继续强化服务、抓好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新乡市市长魏建平说。

测土配方，农田吃上
“定制营养餐”

地点：河南太康，麦田

任务：科学施用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大许寨镇，连片的麦

苗，宛如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田埂

间机器轰鸣，除草、施肥、灌溉，一派繁忙。

一大早，大许寨镇农技推广站站长杨金廷

就来到王楼村种植大户王永忠的田里。蹲下

身查看，杨金廷发现麦秆不够结实，容易弯折，

扭头叮嘱：“麦苗缺水缺肥，抓紧浇灌、补点钾。”

“好嘞！”王永忠走到电井旁，将含有硫酸

钾的水溶肥混入水肥一体喷灌机中，插卡后，

只听“嘀”的一声，水肥混合液从机井里汩汩

流出，顺着地埋管流向各个浇灌带，均匀渗入

小麦根系土壤。

太康县，耕地面积 189 万亩，2022 年粮食

产量达 27.8 亿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推

进水肥一体化。为指导农民科学施肥种田，

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工作站担起技术

指导、测土施肥等工作。

“2022 年 ，我 们 共 采 集 分 析 化 验 土 样

1500 多个，取得化验数据 1.8 万项次。”土壤

肥料工作站站长王怡说。根据化验结果，土

壤肥料工作站为农户精准制定肥料配方，在

优化氮磷钾配比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有

机肥料、中微量元素肥料用量方案。

测土配方精准施肥，农田才能吃上“定制

营养餐”。近年来，我国化肥使用量显著减

少、利用率明显提升，2022 年，水稻、小麦、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 41.3％，全国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在 90%以上。

河南省土壤肥料站肥料科科长王晓琳介

绍，从 2005 年开始，全省各级土壤肥料站、农

技 站 在 省 内 六 大 土 壤 区 累 计 开 展 测 土 近

5400 万亩次。此外，农业农村部门还引导化

肥 生 产 、销 售 企 业 建 立 了 专 业 技 术 队 伍 。

2017 年至 2022 年，河南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

在 1300 亿斤以上，同时亩均化肥施用量下降

了 12.8%。

“提高化肥特别是钾肥的利用率，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王晓琳介绍，化肥生产企业创

新生产缓释肥等易吸收、不易流失的新品种，

农技人员引导农民测土配方施肥并定期调

整，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广泛采用施肥机、水肥

一体喷灌机等新农机，“都大大提高了化肥的

使用效率”。

“以前栽种红薯苗，通常都是大水漫灌，用

水量、用肥量都很大，成本高不说，还容易造成

土壤板结。”大许寨镇贾千楼村种粮大户马帅

说，如今，地里用上地膜覆盖栽培、水肥一体化

浇灌技术，“亩均可节水 30%、节肥 20%，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作物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眼下，正是冬小麦起身、拔节关键期。钾

肥自浩浩盐田而来，到达广袤农田，科学施用

下，帮助一棵棵麦苗“挺直腰杆”，为粮食丰收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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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00余公里，探访春耕时节钾肥供应

从浩瀚盐田到广袤农田
本报记者 贾丰丰 毕京津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对于作

物产量的高低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作物生长期对氮磷钾的需求量较大，

所以氮磷钾肥又被称作大量元素肥。“氮长叶

子磷长果，钾肥没事长柴火。”一句俗语精简说

明了氮磷钾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

氮主要供给叶子生长，促进蛋白质和叶

绿素的形成，使叶色深绿、叶面积增大，促进

碳的同化，有利于产量增加、品质改善。

磷能加速细胞分裂，促使根系和地上部

加快生长，促进花芽分化、提早成熟，提高果

实品质和产量。小麦、玉米、水果等作物，可

食用的部分就是果实。

钾则可以提高光合作用强度，促进淀粉

和糖的形成，增强作物抗病、抗寒、抗旱、抗倒

伏及抗盐能力，还能提高作物对氮的吸收利

用。适量使用钾肥，作物的秸秆、茎秆会变得

粗壮，像“柴火”一样。当然，“挺直腰杆”的同

时，还能储藏更多营养物质，促进作物生长。

（作者为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农业农村

局植保站站长，本报记者张伟昊采访整理）

氮磷钾肥各有啥用？
杨恩兰

一面是原料自给率不足，一面是过度施

肥带来地力下降。两种看似相悖的情况，却

一度同时存在，制约我国农业生产。

2015 年起，我国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2017 年就提前 3 年实现零增长目

标。近年来，我国化肥使用量明显减少、利

用率显著提升。

回顾减量增效的历程，从化肥生产商、

农技人员到农户，每一个角色都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生产环节，用上新技术手段，

提高提取率，针对不同作物和土壤，创新开

发更易吸收的“新食谱”。种植环节，重视技

术指导，测土配方、定期调整、科学施肥，更

有营养的“定制餐”让作物吃得饱更吃得好。

开发给力，技术在创新，保供底气不断

增强。利用率高，土地负担少，作物产量就

能上去。技术的可及和观念的革新，牵引着

农 业 生 产 朝 更 加 科 学 绿 色 高 效 的 方 向 发

展。正如化肥生产公司负责人所说：“大家

‘多向奔赴’同一个目标，这感觉真好！”

让作物吃得饱更吃得好
蒋雪婕

本报义乌 4月 2日电 （记者王珂）第十七届中国义乌文

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在浙江义乌举

行，旨在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恢复

发展。

本届博览会以“启航新征程、乐享新生活”为主题，设有 8
个馆，展示各地文化和旅游成果、新产品新业态，包括文化创

意产品和旅游商品、旅游装备用品、度假消费用品、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等内容。

本届博览会突出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目标，为全国文

化和旅游发展成果搭建展示交流平台、供需对接平台、产品交

易平台。其间陆续举办 10 多项配套活动。作为配套活动之

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主办了“旅游中国·美好生活”

2023 年“神州春色”国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第十七届义乌文旅产品交易博览会举行

本报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丁怡婷）国家能源局近日

印 发《关 于 加 快 推 进 能 源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行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发展需求，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应用，

急用先行、先易后难，分行业、分环节、分阶段补齐转型发展

短板，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到 2030 年，能源系

统各环节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应用体系初步构筑、数据要素

潜能充分激活，一批制约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共性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

《意见》从加快行业转型升级、推进应用试点示范、推动共

性技术突破、健全发展支撑体系、加大组织保障力度等方面提

出了多项举措。《意见》提到，国家明确的各类能源数字化智能

化示范项目，各级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优先纳入相

关规划。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落实好促进数字科技创

新的投资、税收、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支持政策，加大对能

源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形成支持能源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国家能源局

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本报北京 4月 2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为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近日自然资源部联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

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

一步支持绿色能源发展，加快大型光伏基地建设，规范项目用

地管理，严格保护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

《通知》强调做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的衔接，鼓励利用未利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发展光伏发电产

业。各地要认真做好绿色能源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与国土空

间规划的衔接，优化大型光伏基地和光伏发电项目空间布局。

《通知》明确建立用地用林用草联审机制，要求及时办理

征地或租赁等用地手续。各地自然资源、林草主管部门要建

立项目用地用林用草审查协调联动机制，保障项目用地用林

用草合理需求。

三部门联合发文

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

本 报 北 京 4 月 2 日 电

（记者张天培）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2 日在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第

二届“十大国门卫士”表彰大

会暨戍守边疆纪念章颁发仪

式上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

确 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增 强

“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受

到表彰的同志和荣获纪念章

的戍边民警为榜样，忠实践

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以更

加强烈的政治担当、使命担

当、责任担当，履行好新时代

移民管理机构使命任务，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更大贡献。

王小洪要求，要毫不动

摇坚持党对移民管理工作的

绝对领导，确保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习近平

总书记命令、服从党中央指

挥。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坚决捍卫国家政

治安全，维护国门边境安全

稳定和正常出入境秩序。要

加快推进移民管理领域制度

型开放，大力改进移民管理

政务服务，持续深化边检通

关便利化改革。要纵深推进

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四

个铁一般”的高素质过硬移

民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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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4月 2日电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4 月 2 日决定，接受沈晓明辞去海南省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接受冯飞辞

去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刘小明为海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刘小明任海南省代省长

新华社长春 4月 2日电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4 月 2 日决定，接受韩俊辞去吉林省省

长职务的请求，任命胡玉亭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

胡玉亭任吉林省代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