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在鄞州区姜山镇种粮大
户卢方兴的承包田里，市农业局种
植业管理总站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水
稻“侧深施肥”试验。每隔一个星
期，他们就会到试验田里考查苗
情，观察水稻的生长情况。

据种植业管理总站土肥能源科
科长王飞介绍，这一试验关键之处
在于“种肥同播”，可以减少肥料
流失，提高利用率。

与传统“天女散花”般的面施
方式不同的是，“侧深施肥”采取
局部施肥。也就是说，插秧机在插
种水稻秧苗的同时，通过装置把肥
料施入到秧苗旁边的土壤下面，提
高了施肥的精度。

试验是从今年早稻种植开始
的。在改变施肥方法的同时，还选
用了几种缓控释肥与当地配方肥进
行田间肥效对比试验。试验期间，
每 5 天采集一次作物生育动态数
据。从数据来分析，各处理设计较
对 照 （配 方 肥） 减 少 氮 肥 用 量
15%- 25% ， 并 减 少 一 次 施 肥 次
数，试验水稻仍表现稳产或增产
4%。为验证试验结果，下半年又
在鄞州、象山等地种植的单季稻、
连作晚稻上继续同类试验。

改进施肥方法，调整肥料结
构，是实现化肥减量增效的重要技
术途径。近年来，农业技术人员围
绕“精、改、调、替”的技术关
键，狠抓化肥减量与增效并重，力
促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我市实施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已历时多年，取得了大量的
耕地地力数据和配方施肥的成果。
今年，象山县列入农业部耕地质量
保护与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创建。
该县选择两个乡镇各建设 1个万亩
示范片，整建制推进商品有机肥
和配方肥应用；示范片内再设置
各项重点技术示范点，集成推广
商品有机肥+浓缩沼液肥、稻麦配
方肥+秸秆还田、稻麦配方肥+绿
肥、水稻缓控释 （失） 肥+秸秆还
田等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模式，并积极探索实施农作物
秸秆置换有机肥的综合循环利用模
式。

目前，全市确定了 23 个耕地
地力定位监测点和 1350 个动态监
测点，全面监测耕地土壤养分变化
趋势。王飞表示，在继续优化水稻
施肥指标体系的同时，探索建立蔬
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科学施肥技

术体系，制定分类指导方案，扩大
施肥指导作物。慈溪、北仑等地完
成了触摸屏施肥专家系统的数据更
新和系统升级。宁海开发了测土配
方施肥手机APP，扩大了配方施肥
咨询系统覆盖面。

象山、鄞州还开展了浓缩沼液
肥产业化运作的探索和实践，不仅
拓宽了沼液利用途径，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替代化肥施用，减少了化肥
用量。沼液配方肥经在甜瓜、草
莓、越冬蔬菜等经济作物上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全
年浓缩沼液肥用量 3000 余吨，应
用面积约15万亩。

根据《宁波市化肥农药减量化
专项五年规划》，到 2020年，化肥
年 用 量 比 2015 年 减 少 4000 吨 以
上，氮肥使用量减少 10%。2016
年，全市建成 14 个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区；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321 万亩次，主要农作物技术覆盖
率约85%；推广应用有机肥和配方
肥分别为 11.7 万吨和 1.5 万吨，水
肥一体化和缓控释肥应用面积约
1.2 万亩。据 2016 年度种植业化肥
使用情况监测数据，全市单位播种
面积化肥使用量为 28.7 公斤/亩，
较 2015 年减少 2.7%，其中氮肥减
少2.9%。

化肥减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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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乡村发现

10 骆驼朝阳村：
诗意水乡 携梦而来

11 白云企业

“抱团”织就爱心“公益网”

12 东吴构建东亚文化小镇

傍晚时分，鄞州东吴农业生
态修复区时常会出现这样一幕：
成群的蝙蝠在农田上空盘旋低
飞，捕食昆虫，景象甚为壮观。

“连片几百亩稻田连续多年未
施用化肥、农药，区域内生物种
群数量和种类丰富，自然成为蝙
蝠夜间觅食的理想之地。”市种植
业管理总站专家说。

农业生态修复，是遵循自然
生态经济规律，依靠大自然循环
再生能力和人为干涉，充分利用
水、土、光、热、生物等自然资
源，达到病虫害防控和农田生态环
境保护“双赢”目的。2009 年以来，
我市先后在鄞州、奉化、北仑等 9
个区县（市）选择一些环境独立的
田地或山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生态修复区以有机肥取代化
肥，基本不施农药，在田间地头
利用性诱剂、杀虫灯杀虫。除水
稻外，还间种芝麻、香根草以及
瓜菜等其他显花植物或非靶标作
物，为害虫天敌营造适生环境。
据调查，鄞州区东吴水稻示范区
与周边非示范区域比较，农药使
用量减少 70%以上。慈溪市长河
沧田示范区种植西兰花、甘蓝等
秋季蔬菜，只在苗期和大田生长
前期使用农药，全生育期用药 3
次，比非示范区减少 2 次,化学农
药总用量比非示范区减少 30%以

上。位于北仑春晓街道的 200 多
亩盐碱地 2011 年开始试验。“现
在，白天白鹭穿梭，晚上蛙声一
片。”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形象地概括了生态修复的效果。

蜘蛛是稻飞虱的主要捕食性
天敌，田间调查结果表明，生态
控制田蜘蛛数量是农民自防田的
6 倍多，寄生蜂数量高出 4 倍多，
其他捕食性天敌多出 7 种。东吴
农业生态修复区在实施“生态控
制”的同时，还注重优质水稻品
种的选择，近年来水稻亩产持续
保持在 550 公斤左右，较农民常
规种植田的水稻产量无显著差异。

在 省 农 科 院 植 微 所 的 邀 请
下，国际水稻研究所杂交水稻高
级科学家谢方明博士等对我市水
稻绿色防控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考
察，认为生态修复区收到了生态
控害的成效。

以东吴农田生态修复示范区
为模板，我市启动生态修复示范
点建设。目前全市农业生态修复
示范区共有 16个，实施面积 4000
亩以上，示范区内农户和专业合
作社参与农田生态修复工作的积
极性高涨。

“合作社、企业是试点实施的
主体，对他们来讲，效益、收入
是第一位的。”市种植业管理总站
副站长周志峰表示，只有让实施
主体充分认识绿色防控的优点以
及由此带来的好处，才能转变被
动接受观念，绿色防控推广才能

“水到渠成”。

生态修复养田

编者按 近年来，我市水稻单产节节攀升。2012
年至2016年 5年间，全市水稻平均单产485公斤，比
前5年平均亩产增加24公斤，增幅为5.2%，其中单季
稻增产尤为明显，平均亩产增加43公斤，增幅为9%。
自2011年单季稻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以来，单季稻
单产已稳定在 500公斤以上，且持续增加，2015年、
2016年连续创造历史新高，预计今年将再创新高。

水稻屡创高产，得益于优质高产品种的推广和绿
色栽培技术的综合应用，更离不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

“保姆式”的指导和服务。

本报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康庄严 刘桂良

日前，在奉化岳林街道斯张村
种粮大户张明雷的 300亩单季稻田
里，该区农资公司的 3位工作人员
用两台植保飞机为水稻防治稻飞虱
和稻曲病，半天时间防治完毕。今
年，奉化全区实行统防统治的水稻
面积5.1万亩，占到总面积的一半。

不仅仅是水稻，今年奉化对种
植水蜜桃 50 亩以上的大户也实行
统防统治。在水蜜桃花前、谢花
期、幼果期、壮果期和套袋前分别
进行防治，面积超过 1万亩，为桃
农增收助一臂之力。

我市地处浙东沿海，属于农业
有害生物频发和高发地区，每年因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使用的农药量较
大。市种植业管理总站许燎原告诉
笔者，少部分农户乱用、滥用农药
现象依然存在，加之施药器械落

后，施药方法不科学，导致农药利
用率低下，一般在 5%以下，对环
境造成污染。“实施农药减量控害
既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现代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病虫害监测预警是防控的基
础。为提升测报数字的代表性和准
确性，我市积极开展市级测报点建
设 。 目 前 已 建 设 20 个 市 级 测 报
点，覆盖全市范围，涉及水稻、蔬
菜等主要农作物。

针对植保技术人员不足的现
状，我市按照“政府花钱购买服
务”的思路，开展了病虫害第三方
监测服务。比如近两年在鼠情监测
上，各地委托浙江振中环境检测评
估有限公司和宁波市宏鑫环境检测
评估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开展鼠

情监测服务。
如今，统防统治基本形成了以

“企业模式”带动，其他服务组织
共同参与的格局。据统计，截至去
年年底，全市“企业型”服务主体
10 个，服务面积占全市统防统治
总面积的98%以上。

使用飞机防治病虫害，这已经
不是新鲜事。近年来，飞防在宁波
发展迅速，植保技术部门也积累了
一些基础数据，以切实破解统防统
治中的“统一打药”难题。目前，
我市拥有植保无人机 32 架，2016
年作业面积 4000 公顷。农技人员
表示，与人工施药相比，无人机施
药工效提高 10 倍以上，且严格控
制了农药使用的品种和使用量。

这几天，在鄞州陈鑑桥村种粮
大户汪琰斌的田头，工人正在安装
白色的性诱捕器。作为一项非化学
防治技术，性诱对防治水稻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作用明显。汪琰斌
算了一笔账，去年早稻防治二化螟
两次，用药量每亩为 280毫升，亩

用药成本 57 元。今年早稻尝试应
用性诱捕、灌水杀蛹、田埂留草等
绿色防控技术防治二化螟，整个早
稻 生 育 期 用 药 一 次 ， 亩 成 本 13
元，再加上性诱剂每套 14 元，累
计亩成本 27 元。且从病虫调查数
据来看，其一代二化螟高峰期田间
枯心率仅 0.09%，远低于常规防治
稻田的1.81%。

奉化麦浪农场 2300 亩水稻，
有 500亩也安装了性诱捕器。笔者
看到，每只性诱捕器里有不少虫
子。农场负责人竺海龙说，一般一
亩地安放一只性诱捕器，可以少打
一次药。

事实上，这一非化学防治技术
在我市才刚刚起步。奉化区农林
局 相 关 人 士 说 ， 该 区 10 万 亩 水
稻，采用这一技术的目前仅两三
千亩。全市今年二化螟性诱剂共
计应用 25050 套，应用面积也只
有 26650 亩 。 而 从 全 国 范 围 来
看，去年推广面积 20 万亩，今年
增加了4倍。

绿色防治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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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式保姆式””服务推广服务推广““少施肥少施肥、、少用药少用药””技术技术

让农田让农田““绿绿””起来起来
设施农业设施农业 （（市农业局供图市农业局供图））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市农业局供图市农业局供图））

统防统治作业统防统治作业 （（市农业局供图市农业局供图））

安装性诱捕器安装性诱捕器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