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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农业实验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房现已具备交付条件，
为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地做好该小区的抽签定位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参加抽签对象：
已签订“宁波市农业实验场住宅区旧住房改造拆迁调产安置协

议”和“宁波市农业实验场旧住房改造调产安置补充协议书”的拆迁
安置户。

二、抽签定位时间安排：

三、抽签地点：邱隘剧院（邱隘镇人民北路25号）
四、抽签工作委托公证处公证，逾期未参加抽签的，视为放弃本

次抽签定位，另行择期安排在剩余房源中抽签定位。
五、由拆迁安置户参加抽签，每户确定二人进场抽签，未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参加抽签，无关人员不
能进场。抽签时请随带拆迁安置协议书原件、身份证和抽签通知书，
需委托他人抽签的，抽签人请随带拆迁安置户授权委托书并出示拆
迁安置户身份证原件和抽签人身份证原件。

六、由于抽签人数较多，超过对应套型抽签时间即为停止入场时
间，顺序号按套型随到随抽。未按时进入抽签现场的视为弃权，拆迁
安置户须根据停止入场时间提前到达。

七、有拆迁安置户过世等特殊情况的，请办理好相关公证后，在
2018年8月24日前至农场确认相关手续。

八、交付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望互相转告！
随带资料：
1、抽签通知书原件。
2、拆迁安置协议书原件。
3、拆迁安置户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拆迁安置户本人不能到场需委托他人的，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宁波市农业实验场
2018年8月21日

时间
上午7:30—8:00 抽顺序号
上午8:00—11:00 抽签定位

下午1:00—1:10 抽顺序号
下午1:10—1:40 抽签定位

下午1:40—1:50 抽顺序号
下午1:50—2:10 抽签定位

下午2:10—2:30 抽顺序号
下午2:30—3:30 抽签定位

套型

85套型（抽签定位179套）

65套型（抽签定位27套）

75套型（抽签定位17套）

95套型（抽签定位48套）

宁波市农业实验场关于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房抽签定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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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骄阳似火。在宁
海县力洋镇的一处水稻田里，农户王
兴养挥汗如雨地忙碌着。眼前的110
多亩单季稻绿意盎然，长势旺盛。

这片两个多月前种下的单季
稻，也是今年宁海县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确定的化肥减量增效示范方，
采用的是缓控（释）肥应用技术。王
兴养告诉记者，与常规施肥相比，新
技术少施了一次肥料，化肥用量减
少了 15%。“从目前情况来看，水稻
生长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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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我市种植业主推技术之
一、水稻缓控（释）肥应用技术替代常
规化肥和习惯施肥方法，在保证水稻
稳产的同时，减少追肥次数 1 次以
上，减少肥料投入总量的10%左右，
达到了省工节本、减肥增效的目的。

粮食的“粮食”
摄入量有点多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
是粮食的“粮食”。然而，以施用化肥
作为增产手段是一把双刃剑。过量
施肥，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还
会造成肥水流失、耕地板结等后果，
导致生态问题和经济损失。

据市农业局种植业管理总站土
肥能源科科长王飞介绍，为准确掌
握农作物施肥现状和特点，提出科
学施肥建议，自 2015 年以来，我市
开展了种植业化肥使用情况监测调
查。综合考虑区域农作物品种结构、
种植面积、肥料使用特点和使用水
平差异等因素，全市共设置了 141
个农作物施肥情况定位调查点。调
查对象分普通农户和种植大户，分
别代表不同的施肥水平。调查作物
涉及水稻、大小麦、豆类等 8种粮油
作物以及蔬菜、瓜果、蔺草等 7种经
济作物。调查范围覆盖全市 10个区
县（市），每种农作物至少涉及两个
乡镇。

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我市农作物单位播种面积化肥
施用量分别为 29.5公斤/亩、28.7公
斤/亩 和 28.2 公 斤/亩 ，幅 分 别 为
1.7%和4.4%。

尽管我市化肥用量近年来逐年
递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据了解，
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
造成危害，设置了每亩 15公斤的化
肥用量安全上限。而近年国内化肥
平均用量每亩约为 22公斤，我市化
肥用量高出发达国家和全国平均水
平。

分析近三年不同作物的施肥
量，蔺草用肥量最大，变化区间在
110-120 公斤/亩；豆类施肥量最
少，约为 16公斤/亩；水稻施肥量小
幅减量，由 2015 年的 31 公斤/亩下

降至去年的 28.8 公斤/亩；蔬菜、油
菜、豆类基本持平；草莓、甜瓜、蔺草
等高产值经济作物的施肥量略有增
加，这与种植户对特定作物种植效
益的期望值息息相关。

水稻作为我市主要农作物，常
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110 万亩次左
右。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副站长周志
峰认为，水稻施肥水平对全市种植
业化肥用量有较大影响。按照我市
水稻施肥指标体系，以当前水稻平
均产量 550公斤/亩计算，氮、磷、钾
养分的推荐用量分别为 11-14 公
斤/亩、2.5- 4 公斤/亩、3-5 公斤/
亩，即施肥投入在上述区间内，可获
得较高的施肥效率，反之则降低。从
调查结果来看，水稻包括单季稻与
早晚稻施肥，氮、磷、钾用量三年平
均分别为 15.9 公斤/亩、4.1 公斤/
亩、8.7 公斤/亩。由此可见，我市水
稻生产仍有一定的节肥增效空间。

测土配方施肥
让土壤合理“进食”

自家承包田的土地等级、肥力
如何，土壤中缺哪些成分……轻轻
点击触摸屏，这些信息就会很快跳
出来。如果想知道施什么肥料合适，
立马生成的施肥建议卡会给出选
肥、配肥的推荐方案。在我市一些农
资商店里，安装的触摸式终端电脑
让农户做到心中有数。

几年前，宁波金泰惠多利农资

连锁有限公司引进了全省首台智能
化配肥机。这台智能化配肥机配备
了尿素、氧化钾、磷酸二铵等 8种肥
料元素，从中抽出几种，就可以配制
出水稻、蔬菜、瓜果等不同农作物所
需的肥料。随需、随量、随时，这是智
能化配肥的最大好处。只要进入与
机器关联的测土配方施肥信息化系
统，点击一处田地，输入种植作物以
及面积等信息后，机器就进入工作
状态，开始自动配制。

“土壤与人一样，合理‘进食’才
科学。”周志峰表示，当前，我市化肥
使用存在施肥量大、施用水平不高、
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究其原因，有
相当一部分农户还没有形成“因土
因作物”的科学施肥观念，盲目施
肥、按传统习惯施肥的现象仍然存
在，由此造成两个弊端：一是施肥结
构不尽合理。出于劳动力紧张的原
因，农户倾向于选择省工省力的复
合肥，但目前肥料市场上的复合肥
以三元平衡肥居多，因其违背多数
作物需肥规律而导致部分养分流
失。二是施肥方法不科学。肥料施用
以撒施、面施为主，肥料深施、水肥
一体化等高效施肥方法采用较少，
导致肥料流失严重。

我市之所以大力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就是要改变农民盲目用肥的
习惯，颠覆“施肥越多越增产”的传
统观念。据介绍，测土配方施肥以土
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
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
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

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
素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
法。简言之，作物缺什么就补什么，
缺多少、补多少，从而达到化肥减
量、农户节支增收的目的。

经过几年努力，我市已初步建
立起耕地资源管理信息作物施肥专
家系统，包括土壤养分、施肥指标体
系、作物需肥规律在内的数据库基
本建成。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覆盖
320万亩作物，实现了“测土、配方、
配肥、供肥、施肥指导”5个环节的有
效衔接。数据表明，农户施用配方肥
后，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增长5%以上，
经济作物每亩节约成本 30元以上。
两年来，全市已补贴应用作物配方
肥近 2 万吨，应用面积 50 万亩次以
上，辐射带动面积100万亩次左右。

王飞告诉记者，测土配方施肥，
提高了农民科学施肥意识，但从调
查数据来看，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
里”还没完全打通。配方肥是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的成果应用和科学施肥
技术的物化载体。因此，落实配方肥

“下地”，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的关键，是实现化肥减量增效的根
本。加大配方肥的推广应用，是今后
工作的着力点。

多措并举
挖掘节肥增产潜力

在当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
下，化肥的科学施用和减量增效，是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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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顺利完成这一目标任
务，“化肥减量增效”不能只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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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我市农业技术人员围
绕“精、改、调、替”的技术关键，多措
并举挖掘节肥增产潜力。

水稻侧深施肥，是在插秧机进
行插秧作业时，通过插秧机自带的
深施肥器，将基肥一次性施于秧苗
侧位土壤中的一种施肥方式，实现
了水稻施基肥和插秧一体化作业。
更重要的是，肥料深施土壤能有效
减少流失量，提高肥料利用率。去年
以来，我市在余姚等地设点进行这
一技术的应用研究和试验示范。从
初步结果来看，侧深施肥能明显提
高水稻的分蘖速度和数量，增加每
亩有效穗数，在纯氮使用量减少
10%的前提下，实现增产 5%以上。
若配合施用缓控（释）肥料，再减少
一次分蘖肥使用，则可在保持稳产
的 前 提 下 ，减 少 纯 氮 用 量 20%-
30%，每亩节本增效可达 100 元。这
项技术受到了种粮大户的欢迎。今
年，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在全市建立
了 8 个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示范方，
推广面积2500亩。

去年，象山县被农业农村部列
入耕地质量保护与化肥减量增效创
建示范县。该县选择两个乡镇各建

设 1 个万亩示范片，推进商品有机肥
和配方肥应用。同时示范片内再设置
各项重点技术示范点，集成推广稻麦
配方肥+秸秆还田、水稻缓控（释）肥+
秸秆还田等多种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
式。

鄞州、象山还开展了浓缩沼液肥
产业化运作的探索和实践，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化肥用量。据介绍，沼液配方
肥在甜瓜、草莓、越冬蔬菜等经济作物
上应用后，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
双赢。两地浓缩沼液肥一年用量 3000
余吨，应用面积约15万亩。

近年来，市农科院成立农作物“减
肥减药”专家团队，相继实施浙中南地
区水稻、主要叶菜、瓜类作物等肥药减
施技术模式研究与示范，在象山、奉
化、镇海、鄞州等地建立“减肥减药”技
术核心示范区8个，示范区内化肥使用
量减少17%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30%
以上，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持续好转。相
关技术累计辐射推广10万亩次以上。

分析最近 3 年全市化肥施用结
构，氮肥 2017 年较 2015 年减量 0.7%，
磷肥 2017年较 2015年减量 16%，而钾
养分投入基本保持稳定。王飞告诉记
者，氮磷作为重要的环境影响因子，其
施肥投入减量，将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产生积极的影响。

她表示，要继续加强技术集成，拓
展化肥减量增效模式。通过整合栽培
与土肥力量，融合农机与农艺措施，集
成水稻缓控（释）肥应用和侧深施肥技
术、沼液肥浓缩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形
成多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模式，力促生态绿色农业发展。

化肥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存在的过量施用、
盲目施用等问题，不仅增加生产成本，也造成环境污染——

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

化肥减量的
技术路径

精：即推进精准施肥。根据不同
区域土壤条件、作物产量潜力和养分
综合管理要求，合理制定各区域、作
物单位面积施肥限量标准，减少盲目
施肥行为。

调：即调整化肥使用结构。优化
氮、磷、钾配比，促进大量元素与中
微量元素配合。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
要，引导肥料产品优化升级，大力推
广高效新型肥料。

改：即改进施肥方式。大力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意
识和技能。研发推广适用施肥设备，
改表施、撒施为机械深施、水肥一体
化、叶面喷施等方式。

替：即有机肥替代化肥。通过合
理利用有机养分资源，用有机肥替代
部分化肥，实现有机无机相结合。提
升耕地基础地力，用耕地内在养分替
代外来化肥养分投入。

（孙吉晶 整理）

余姚阳明街道农户张胜泉在为连作晚稻进行机插侧深施肥。 （孙吉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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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利用率田间试验。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