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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

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

土壤普查是对土壤形成条件、土壤类

型、土壤质量、土壤利用及其潜力的调查，是

严守耕地红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性

工作。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于 2022 年正式启

动，计划用 4 年时间，重点对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土壤开展一

次“全面体检”。此次土壤普查重点任务是

什么，目前进展如何，普查成果将如何转化？

农业农村部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

人和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查明土壤类型、分布规
律等情况，为经济社会生态
建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
决策依据

土壤普查可以查明土壤的类型、分布规

律，查清土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新中国成

立以来，开展过两次全国土壤普查，第一次

普查于 1958—1960 年开展，第二次普查于

1979—1984 年开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利

用结构和耕地的利用方式跟 40 年前相比

发生了重大变化，亟须掌握当前土壤质量

的状况，为土壤科学利用、改良培肥、保护

管理等提供基础支撑，为经济社会生态建

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第三次

全 国 土 壤 普 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专 职 副 主

任、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副司长杨

鹏说。

此次土壤普查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专家技术指导组

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研究员张佳宝介绍：“土壤普查是

土壤的‘全面体检’，这次‘体检’要查清土壤

质量变化的内因和外因。”

查现状——摸清土壤物理、化学性状，

包括土壤质地、有机质、酸碱度和养分元素

等。“通过查清这些性状，了解土壤资源，有

助于因地制宜地保护和利用我们的土壤资

源。”张佳宝说。

查类型——在 1 米深的土体当中调查

不同深度土壤层次的性状特征，辨别它们的

类型。

查利用——充分掌握现在的利用状况，

包括立地条件、农田基础设施状态、种植作

物、化肥农药投入，以及产量水平等。通过

对比不同利用模式下土壤性状的变化，筛选

出高质高效的投入产出模式，进一步提高农

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建 档 案 —— 建 立 包 括 土 壤 数 据 库 和

样本库的土壤资源库。据了解，土壤数据

库 是 为 每 一 个 样 点 和 每 一 种 土 壤 建 立 详

实 的 身 份 档 案 ；土 壤 样 本 库 是 土 壤 的“ 时

间胶囊库”，将长期保存约 1000 万份土壤

样品。

制图集——档案记录的是样点个体信

息，要实现对土壤资源的精准利用和管理，

还要由点到面，分类、分区、分级进行制图，

包括基础类型图集和应用类图集，做到因土

施策、挂图作战。

此次普查外业调查采
样任务已如期圆满完成，共
采集样点 287.2万个

第 三 次 全 国 土 壤 普 查 2022 年 正 式 启

动，按计划应于当年完成技术规程制定、工

作平台构建、外业采样点规划布局，并选择

88 个县开展试点工作；2023—2024 年，普查

全面铺开，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

验 ；2025 年 ，完 成 普 查 数 据 审 核 和 汇 交 汇

总，开展相关成果编制等。

杨鹏表示：“3 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统一规范，健全普查

队伍，强化质量控制和培训指导，加快普查

进度，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与成效。”

截至今年 11 月 15 日，此次普查外业调

查 采 样 任 务 如 期 圆 满 完 成 ，共 采 集 样 点

287.2 万个，采集样品 311 万份。 2123 个县

完成了外业质量县级自验，1269 个县完成

了省级质量验收。

内 业 测 试 化 验 有 序 推 进 。 截 至 今 年

11 月底，样品制备进度达 99%，检测进度达

88%，近 2000 个县完成了样品检测，520 个

县完成了内业数据审核，部分地区已开展内

业质量验收工作。

资源库加快构建。目前已完成国家级

数据库搭建，累计存储成土环境、土壤利用

状况调查信息和影像资料超过 2 亿条。土

壤测试化验信息超过 6800 万条，启动样本

库建设共计划存储约 1000 万份土壤样品。

目前样品入库进度接近 1/3。

为确保查得准、效率高，此次全国土壤

普查充分运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手段。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专家技术指导组副组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所长吴文斌介绍：“这次普查的全过程、各

环节充分利用了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云计

算、智能终端、数字土壤制图等技术，全面提

升普查工作的协同性、高效性、可控性。”

据了解，在外业调查采样期间，40余万名

普查工作者深入 2800多个县，足迹北至漠河、

南至三沙、东至黑瞎子岛、西至帕米尔高原，

对约 110亿亩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

和部分未利用地土壤进行了取土化验。

普查成果将满足不同
层级、不同尺度的生产应用
和土壤资源管理需求

这次全国土壤普查将产生哪些成果，相

关成果如何转化利用呢？

张佳宝说：“我们将形成国家、省、市、县

四级系列成果，以满足不同层级、不同尺度

的生产应用和土壤资源管理的需求。”

总体而言，成果包括数据、数字化图件、

文字、数据库、样本库 5 个方面。以文字成果

为例，将形成土壤三普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土壤志、土种志、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

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的质量报告；东北黑

土地保护利用，盐碱地、酸化耕地等改良利用

报告等。

“这些成果能够客观反映我国土壤资源

的家底，也能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的状况、

变化趋势和突出问题，据此提出改良治理、优

化利用的科学对策。”张佳宝介绍，普查成果

转化利用，将主要用于支撑国家粮食安全、优

化农用地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

在支撑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将利用耕地

质量等级评价的成果，掌握不同区域耕地质

量等级现状及变化趋势，分析影响耕地生产

的主要障碍因子，提出有针对性的耕地质量

建设与保护措施，为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

新增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耕地保护

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推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

质量是土壤普查的生命线。杨鹏表示：

“土壤普查涉及面广、环节多、专业性强，为了

保障土壤普查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建

立质量管理体系和普查数据质量追溯机制，将

质量控制贯彻到土壤三普全链条全过程，确保

样点代表性、过程规范性、信息准确性。”

据介绍，国家层面已开展多轮外业随机

抽样、留样检测、飞行质控等，结果显示各地

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质量总体可

靠，达到普查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进展顺利

“全面体检”摸清全国土壤家底
本报记者   朱   隽

核心阅读

近日，农业农村部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第三次全国土
壤 普 查 工 作 进 展 成 效 。 近 年
来 ，我 国 健 全 普 查 队 伍 ，强 化
质量控制和培训指导，加快普
查进度。目前，此次普查外业
调 查 采 样 任 务 已 圆 满 完 成 。
普 查 成 果 将 有 助 于 我 国 因 地
制宜地保护和利用土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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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立足林果蔬畜糖等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打造形成了粮油、

糖业、蔬菜、水果、蚕桑、茶叶、中药材、家畜、家禽、

渔业十大千百亿元特色产业集群，糖料蔗、水果、蚕

桑、秋冬菜、近江牡蛎、罗汉果、茉莉花（茶）等产业

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有名的“糖

罐子”“果盘子”“菜篮子”“肉案子”“茶缸子”。

强化总体设计，扎实推进品牌建设

广西坚持将农业品牌培育作为推进农业强区

的重要抓手，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政策支持，先后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广西农业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等政策文

件，成为全国率先建立农业品牌目录制度的省份之

一，着力打造高端农产品品牌标杆。目前，全区累

计认定“桂字号”农业品牌目录 7 批次 641 个品牌，

总产值超过 1600 亿元，品牌总价值超过 5000 亿元。

聚焦品质提升，筑牢品牌发展根基

2017 年以来，广西大力实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建设，累计创建 18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数量

居全国第一，创建 68 个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以农产品品质提升为着力点，

聚焦品种培优、质量认证、标准建设等关键环节，突

出打造绿色、生态、富硒的农业品牌优势。近年来，

全区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545 个，新

增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 221 万亩，2024 年总

产值超过 191 亿元。

创建精品品牌，推动品牌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至 2024 年 ，广 西 梧 州 六 堡 茶 、百 色 芒

果、荔浦砂糖桔、钦州大蚝、恭城月柿等 7 个品牌入

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名单。2024 年，梧州

六堡茶、横县茉莉花茶等 12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入围品牌数量居全国第

二，品牌总价值达 906.8 亿元。其中，百色芒果、钦

州大蚝、恭城月柿等地理标志农产品连续 3 年上榜。

加强宣传推介，提升品牌知名度

广西广泛开展农业品牌宣传，在多个媒体平台

累计覆盖 7.9 亿人次；新媒体平台累计发布推介稿

件 5049 篇，阅读量超 6289 万人次；制作广西沃柑、

荔枝、芒果等 28 个“桂字号”农业品牌宣传片，充分

展示农业优势地位、品牌特点和联农带农富农成

效，让一大批“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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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徽商银行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签订

‘共同成长计划’，1500多万元贷款很快就批下

来了，解了我们企业生产资金的‘燃眉之急’！”安

徽芜湖通潮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芜湖通潮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资金

发愁时，徽商银行主动上门对接，与企业签订

了“共同成长计划”，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

研发和市场推广。

徽商银行行长孔庆龙介绍，“共同成长计

划”是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创新推出的

融资方案，按照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市场逻

辑，银企双方自愿平等协商签署“贷款合同+
中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满足科创企业在初创

期和成长期的融资需求。作为“共同成长计

划”首批试点行，徽商银行快速响应，积极参

与“共同成长计划”标准制定，快速建立常态

化对接机制，签约客户数居安徽首位。

与此同时，徽商银行认真落实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要求，以“股权+债

权”首批试点“贷投批量联动”，与安徽省“基

金丛林”联动服务 339 户科技型企业，贷款余

额 76.9 亿元，带动股权投资 106.2 亿元。截至

今年 6月末，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776.2亿

元，较年初增长 30.3%，全力打造科创银行特

色名片。

作为安徽地方主流银行，徽商银行开展

绿色信贷，积极支持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了解到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需求，徽

商银行第一时间与公司做好项目对接工作，

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为该项目累计投放贷款

近 2 亿元，助力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6000 吨。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徽商银行的碳减排支持贷款太适合我们了，有效解决了我们项目

建设资金的短缺问题，助力肥料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6.7%，占全国比重

10.8%。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81.4%，占全国比重 12.6%。

安徽汽车产业取得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银行的资金支持。

徽商银行积极服务汽车产业发展，设立汽车专营支行，与奇瑞控股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授信超 1035 亿元，为

1680户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截至今年 6 月末，徽商银行制造业、战新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

1135.1亿元、1189.3 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 31.6%、11.1%。

多年来，徽商银行聚焦安徽省黄山市“村落徽州”保护和利用项

目，为其提供授信支持 20.6亿元。徽商银行积极支持清洁能源、绿色

交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绿色贷款投放，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截至今年 6月末，徽商银行绿

色信贷余额迈上千亿元台阶，达 1068.6亿元，较年初增长 29.7%。

徽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严琛表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未来，徽商银行将进一步

深化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和内涵的认识，加大对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金融支持，持续探索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多维

度、深层次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深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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