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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土壤
取样

自2006年起， 大兴区土肥工
作站开始承担农业部实施的测土
配方施肥项目， 对辖区耕地进行
取土化验 ， 并通过土壤养分分
析， 为农户推荐施肥建议卡， 从
而实现合理化、 科学化施肥。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 大兴区
土肥站在辖区耕地上积极开展网
格化取土。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区土肥站的工作人员只好天天往
地里跑。 “那时候， 我们每天要
派四个工作组下村镇取样， 每组
四五个人， 负责取土、 贴标签等
工作。 当时工作人员特别紧缺，
只好雇佣临时工跟着一起往地里
跑。” 大兴区土肥站副站长冯文
清回忆道， “由于都是耕地， 车
辆进不去，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靠
腿来走。 大家跟着GPS定位一个
点一个点地排查， 从一个点到下
一个点往往需要走几百米， 一天
下来脚都肿了， 特别辛苦。”

土壤取样并不是简单地从地
里取点土回来 ， 而是需要打土
钻。 “一般情况下， 草本作物的
取土深度需要0cm-20cm， 果树
作 物 的 取 土 深 度 需 要 40cm -
60cm。” 冯文清说。 有一次， 工
作人员小叶在打钻取土时， 不小
心将农户地里的排水管给打穿
了， 水一下子冒出来， 弄了大家
一身泥。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工作人员始终坚守着岗位， 每天
取三四十个土壤样本， 最终完成
了土壤采样工作。

据统计 ， 自 2006年到 2009
年， 大兴区土肥站在全区采集土
样7678个， 植株样2050个， 累计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180
万亩 ， 节本增收 32.4-168.9元 ，
总效益达2.5亿元 。 2010年 ， 区
土肥站荣获农业部一等奖。

开展土壤养分分析指导
科学施肥

种一茬西瓜能从土壤中带走
多少氮磷钾？ 还剩多少？ 如何及
时补充土壤养分， 提高土壤利用
率？ 这一系列问题， 离不开大兴
区土肥站化验室的土壤化验和植
株化验。

土壤取样后， 化验室会针对
这些样本进行营养成分的全方位
检测，包括化验有机质、全氮、碱
解氮、有效磷、速效钾、pH值等十
余项内容， 以获取化验数据， 及
时了解土壤生态动态。 而对于植

株的化验， 则包括水分、 全氮、
全磷、 全钾等项目， 以分析植株
与土壤之间的养分吸收状况。

一个样品检测下来， 过程十
分复杂 。 在进行土壤养分检测
前 ， 需要对土壤进行预处理 。
“我们会让土壤自然风干， 这样
才不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 有
的湿土， 需要十多天才能自然风
干。” 冯文清介绍道， “待土壤
彻底风干后， 用粉碎机碎成粉，
然后再过筛， 进行药品处理和化
学分析。”

通过测试分析以后， 工作人
员真正了解了土壤的养分状况，
并根据不同作物需肥规律设计专
用配方肥， 补充缺失的养分， 指
导农户科学施肥 ， 既节约了成
本， 又转变了农户施肥观念， 保
护了生态环境。

开办田间学校提升农户
种植水平

“我上一茬种的是大田作物，
下一茬想改种西红柿， 需要注意
些什么？” 在入村取样时， 土肥
站工作人员经常收到农户这样的
提问。 为了解决农民遇到的各种
问题， 进一步提升农民科学种田
的水平， 大兴区土肥站还积极致
力于农民田间学校的建设。

“2009年开始 ， 我们有了农
民田间学校。 最初， 土肥站有3
所学校， 后来增加到6所， 同时
又增加了3所工作站， 帮助农民
了解土壤养分构成， 以及如何科
学施肥等 。” 冯文清说 。 目前 ，
大兴区土肥站与大兴区农业推广
站实现了两站合一， 农民田间学
校也由此增加到30余所， 课程范
围更加广泛， 涉及到农业节水、
熊蜂授粉、 物理防治技术等多项
技术的普及推广。

在开展田间培训前， 工作人
员首先会对农民进行需求调查，
了解农民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根
据农民提出的问题， 我们每年要
开展十多次培训。 一些土肥站解
决不了的难题， 我们还会邀请市
里的专家为农民进行授课， 希望
能够帮助农民切实解决问题 。”
冯文清说。

为了推动农民技术水平的提
升， 大兴区土肥站还积极组织农
民技能竞赛。 今年5月， 由区种
植中心主办， 区农技推广站、 土
肥工作站共同承办的第三届 “蔬
情果意杯水肥调控擂台赛” 在大
兴区科技成果展示基地鸣锣开
赛。 来自5所果菜田间学校工作

站和3所叶菜田间学校工作站的
197名学员参赛。 “比赛分番茄
类和叶菜类两个类别， 其中番茄
类评出了最大单果重 、 最佳果
型、 最佳口感3个奖项； 叶菜类
评出了最美盆栽叶菜和盆栽叶菜
最具创意奖。” 冯文清说， “大
赛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种植水平，
还大大推动大兴区农业向安全、
优质、 高效的方向发展。”

推广先进技术帮助农户
提质增效

近年来， 大兴区土肥站陆续
承担市农委、 农科院、 北京市土
肥站开展的多个项目， 承担农业
高效节水技术示范基地建设、 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应用、 保水
缓释肥料研制与示范推广、 水肥
一体化技术等多个项目， 并积极
致力于农户及基地施肥情况调
研、 大兴区土肥系统建设调研、
北京市创新团队果类蔬菜种植户
调研、 大兴区耕地土壤盐渍化情
况调研等工作， 通过多种渠道帮
助农户实现节本增效。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兴
区农户在种植时， 盲目地使用化
肥， 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还
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造成了威
胁。 “之前， 很多人都反映大兴
的西瓜不甜了，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化肥使用不合理。 所以， 我
们在给农户培训时， 开始着重推

广使用有机肥。” 冯文清告诉记
者， “为了保证有机肥的品质，
区土肥站通过公开招标， 选定优
质的厂家进行供货， 获得了农户
的广泛认可。”

为了响应农业部施肥零增长
的目标， 大兴区土肥站还积极开
展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缓释肥技术
的推广。 “水肥一体化是一项新
技术， 主要是在给作物浇水时，
将肥料通过水一起带进去， 保证
肥料能够充分被作物吸收。” 冯
文清介绍道， 这项技术不仅提高
了水肥利用率， 还大大节约了农
业生产成本。

在缓释肥技术推广上， 区土
肥站重点对玉米和红薯等作物进
行了示范推广， 实现了农作物从
种到收一次施肥， 节本增效。 据
统计 ， 玉米示范地块平均亩产
558.6公斤 ， 比对照田块增产 6.
1% ； 红薯地块增产 324.3公斤/
亩， 增产12.1%。

此外， 肥料执法人员还进一
步加大肥料市场整治的力度， 加
强对配方肥定点加工企业的监
管， 做好质量追踪， 随机对配送
的补贴肥做好肥料抽检工作， 切
实保证配方肥质量， 让农民使用
到放心肥料。

———大兴区土肥站创新工作室纪实
为农民增收把脉开方

土壤医生：

他们被称为 “土壤医生”， 每天的工作便是为大兴区的土壤庄稼 “治病”。 他们是农户最亲密的朋
友， 经常下地为农户解决疑难杂症。 因为有了他们， 农户开始了解认识土地； 因为有了他们， 农户实
现了科学种田， 不再盲目施肥。 他们就是来自大兴区土肥站创新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从取土化验到土
样分析， 从制作施肥建议卡到开设田间学校， 每一项工作他们都认真对待， 通过技术、 理念创新， 帮
助农民科学合理种田， 实现节本增效。

冯文清就如何指导农民科学施肥接受记者采访

国务院五部门考核组检查大兴区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冯文清与创新工作室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