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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星农药有限公司山东鑫星农药有限公司 推 荐 产 品

（可溶粉剂）
◆真菌、细菌、
病毒铲除剂！

◆农用链霉素、
叶枯唑替代品！

◆防治死棵烂根，
广谱杀菌！

50%氯溴异氰尿酸推荐

用“混合氨基酸铜”
无需焖棚，调理土壤
防治死棵首选！

◆使用方法：

1.亩用量20kg，

种植前随水冲施一遍。

2.焖棚也可。

混合氨基酸铜

联系电话：0536-5289000 15763051001

不是所有的“进口肥”都是进口的！
别再花冤枉钱了！

提
醒

【编者按】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占据重要地位。随

着人们对农作物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需求，农户愿意

投入更多的成本用在种植上。近日，本报接到山东省潍坊市青州

读者冯师傅打来的投诉电话。他在电话中称，闷棚工作结束后，

新一轮的定植工作开始，父老乡亲们开始买肥屯肥。“苗期是作

物生长的关键期，此时作物娇嫩，必须使用效果好的肥料，价格

贵一点没关系，进口肥效果明显，是我们的首选，但当前市面上

的进口肥太多了，有的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有的写着国外公司

技术授权；有的肥料是外国名，但标明的生产厂家却是国内的；还

有的啥也没写，但农资店老板告诉我们是进口的。这么多‘进口

肥’，到底哪种才是真进口，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冯师傅说，这

样的现象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就像宝马、奔驰等高级轿车一样，

若是在国内生产，它还能算是进口车吗？它卖价还可以那么高吗？

诚然，不少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肥料、药剂等农资研发

和生产处于领先，产品效果也优于国内产品。真正的进口产品应

用农业生产后，一个特点是效果明显，另一个特点是价格高。但

花高价一定能买到进口肥吗？市场上卖的和消费者买的进口农

资是“真进口”吗？本期，我们针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进口肥，做

了一期调查报道，旨在了解行业乱象的同时，为农户揭开“进口

肥”的神秘面纱。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不愿投入，就很难产生更好的效果。对于一些种
植户来说，为了使作物长得更好，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会在作物生长的过程
中，添加各种营养，肥料首当其冲。跨境贸易的发展，国内不少消费者都喜欢
购买进口消费品，觉得外国产品质量好、性能高，农业领域的种植户们也不例
外。进口肥凭借生产工艺、利用率、稳定性等优势，俘获了众多农人的心。尽管
进口肥价格远远高于国内产品，种植户们依旧倾向于选择前者，总觉得进口
的就是好的，是高大上的。但不少细心的农户发现，近几年农资店里“洋肥
料”琳琅满目，每家农资店至少会有1个—2个进口肥，有的甚至更多。进口肥
料口碑好，但圈内人都知道，进口肥渠道稳定，品牌数量和市场份额每年变化
不大，市场上新增的这些进口肥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呢？

为了解寿光农户对进口肥的辨
识度，记者以市区为中心，分别从东
西南北四个方位，选取了不同的菜农
了解情况。

北部：“我们种了大半辈子棚了，
天天和肥料打交道，但你让我分进口
肥真假，我还真是分不出来。”潍坊
市寿光北洛一位黄瓜种植户说，他们
买肥料一般都是农资店推荐，农资店
推荐什么，他们就用什么。“村头的
农资店都是合作了很多年的老关系，
与其说是信任产品，不如说是信任
人，买起来比较放心，不太关注产品
的外包装。”采访获悉，今年黄瓜价
格行情不错，价格高时，农户就愿意
冲施价格在10元/斤以上的高价位
国外进口肥料，当黄瓜价格低时，他
们就冲施10元/斤以内的国产肥。

西部：孙家集街道周俊之是一位
常年在外做技术服务的技术员，从事
这项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最近这几
年，我一直在杭州、贵州一带做技术
员。我们很少会用进口肥，因为基地
用肥量大，基本会选择国内知名的肥
料生产企业直接购买，一是因为国内
产品近年来质量不错，大厂家的产品
信得过；二是我们可对接上游供货商
直接购买，便宜。”周俊之坦言，当前
进口肥猫腻多，除非真能辨别真假，
否则还不如用国产肥。

南部：纪台镇是寿光茄子种植专
业镇，仅孟家官庄就有十几家农资

店。纪台镇孟家官庄村年轻的茄子种
植户王超，是一位舍得投入的新农
民。“诺普丰、保力丰、意大利悬浮钙
都是我常用的进口肥，钙肥冲施在茄
子前期和中后期，水溶肥用在盛果期
和中后期。”由于种植技术过硬，舍
得投入，他家的茄子总是长得不错。
他说：“我选择的这几款产品，平均
售价在10元/斤—12元/斤之间，而
且用之前我都详细地了解了他们的
供货渠道和生产企业情况，这些都是
我用了多年的老产品了，经过了用户
们的检验，用起来也比较放心。”当
记者问到是否能通过包装辨别进口
肥真伪时，他摇了摇头。

东部：稻田镇田一村书记刘永胜
除了负责村内的事务外，也是一位地
地道道的西红柿种植户。“我平时经
常用手机关注网上的消息，有时会看
到肥料造假的新闻，因此，购买产品
时往往比较上心。虽然我分不清什么
样的是真的，什么样的是假的，但我
一般会选择市面上大公司的产品，从
正规的农资店购买，这样一来就很大
程度上避免了买到假产品的几率。”
他说，随着网络的普及，农户已经有
了相应的提防假进口肥的意识，但要
是真分辨起来，懂得人并不多。

采访获悉，市面上的进口肥之
多，不仅农户分不清楚，甚至专门
从事农资经销生意数年的经销商们
也分不清楚。

标着“洋码子”，不一定是进口
肥。山东省潍坊市寿光田柳镇巨家
村的李师傅是一位西红柿“老把
式”，说起进口肥乱象丛生这个话
题，他深恶痛绝。“三年前我种植了
三个棚的西红柿，正值盛果期的西
红柿在我冲施了一款‘进口肥’
后，全部死棵绝收，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达20万元。”种棚近20个年
头，这个种棚老手第一次在肥料上
栽了跟头。

回想起三年前的那段经历，本报
记者和老李一样记忆深刻。2017年
12月 21日，接到李师傅的投诉后，
记者赶往巨家村了解情况。一进棚记
者看到：满棚的西红柿植株早已死
亡，棵子上还挂着尚未成熟的西红
柿，李师傅的妻子和儿子正在收拾落
在地上的烂果子。“这样的西红柿即
使转红，也是在棵子上‘靠’红的，颜
色跟自然转色的大不一样，拉到市场
上根本没有客户收购。

李师傅说：“肥料是通过儿子的

一位朋友买来的，对方得知我们家
种大棚，就向我儿子推荐了一款进
口水溶肥，称这款肥料效果非常
好，并许诺给予低价格。”就这样，
通过儿子的“关系”，王姓业务员给
李师傅运来了18箱进口水溶肥，每
斤7.5元，每箱40斤，折合人民币
5400元。“肥料是儿子的朋友推荐
来的，又是进口的，包装上全是英
文，当时我们老两口觉得肥料效果
肯定错不了。我冲完第一水肥料
后，就发现西红柿叶片有发黄的，
但并没有考虑是肥料导致。之后又
连续冲了好几次，结果发现西红柿
植株越来越弱，甚至有死亡的，才
意识到肥料有问题。”当时记者注意
到，这款肥料的外包装全部为英文
标识，包装正面还贴有一张中文的
标签，标签标明该产品中国总经销
为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记者尝试
拨打包装袋上的联系电话，连续拨
打多次，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下转A4版）

市场调查：
真的，假的？傻傻分不清楚

假冒进口肥：
用上“进口肥” 三棚西红柿绝产绝收

是真的？

用了假进口肥用了假进口肥 三棚西红柿绝产绝收三棚西红柿绝产绝收

拿什么来证明
你MAI的

进口肥进口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