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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棚蔬菜秸秆还田技术得
到了越来越多菜农的认可。正确使用该
技术后，减少了人工和肥料的成本，并
优化了土壤及生态环境条件。那真相是
这样吗？对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几位连
续多年选用该技术的菜农，听他们来算
一算，是否真的划算？

“用专用机械将大棚蔬菜秸秆就地
还田，不管蔬菜品种和棚室大小，一般
每个棚都耗时1小时左右，一亩地费用
200元左右。”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曹
官庄村李延平说，每年到了换茬旺季，
清运蔬菜秸秆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雇佣
工人将长茄拔出来再运到棚外，每亩人
工费用约是400元—500元。若是再将
秸秆运往蔬菜暂存点，则费用会更高一
些，能增至600元—800元。洛城街道
东斟灌村李保先的大棚实种6亩，越冬
一大茬彩椒拔园时，彩椒植株比人还
高，仅彩椒秸秆外运的工作，雇工就需
600元。由此可见，秸秆就地粉碎还田
显然更简便、实惠些。

蔬菜秸秆自身营养丰富，但不同蔬
菜秸秆的营养含量有差别。以番茄秸秆
为例，检测结果显示，其中有机质
70.5% 、 全 氮 1.92% 、 五 氧 化 二 磷
1.61%、氧化钾 4.17%，总养分含量
7.7%。李延平说，长茄每株鲜秸秆重
量约是3千克左右，按照每亩1500株
—1600 株长茄计算，鲜秸秆总量约
5000千克，施入土壤中，相当于10立
方米稻壳粪的有机质含量。这样一来，
可以节省1000多元的稻壳粪成分。事
实也证明，在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方
面，秸秆类有机肥的作用是优于粪肥
的。

蔬菜秸秆还田中，蔬菜秸秆在专用
菌种的作用下，配合高温闷棚，秸秆上
的病虫害及虫卵几乎全部被杀灭。而粉
碎后的蔬菜秸秆进入土壤后，土壤的生
物活性强度提高。随着微生物繁殖力的
增强，生物固氮增加，促进了土壤的酸
碱平衡，养分结构趋于合理。同时，秸
秆还田可使土壤容量降低，土质疏松，
通气性提高，土壤结构得到了明显改
善。土壤环境优化的最直接结果是，植
株根系发达，整体长势健壮，病虫害发
生少，防病用药的投入也相应减少。同
时，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提升，整
体经济效益也会相应提高。

从整体来看，使用该技术后，大棚蔬
菜的投入减少，产出增加，这笔账是十分
划算的。

本报记者 刘志梅

随着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也在追求更安全、健康、绿
色的蔬菜。近年来，以富硒蔬菜为
代表的特色营养型蔬菜出现在人们
的视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年近60岁的
菜农尹东海经过十多年钻研、试
验，开发出了一种改良式沼液，不
仅提高了酶的功效，且能更便利地
应用于水肥一体化设备。尹东海用
这种沼液有机肥代替化肥，种植出
了品质更好的富硒黄瓜。

尹东海是寿光市田柳镇人。年
轻时，他在学校学习了盐化工，毕
业后在盐场工作，后来又回到家乡
种棚。在种棚时，他发现有的菜农
使用沼液做肥料。浇灌沼液后的土
壤较一般的土壤更加松软、肥沃，
种出来的蔬菜品质也好了许多。他
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沼液
了。那还是近20年以前，沼液的应
用还没那么广泛，而且当时使用的
沼液还混合着许多杂质。如何才能
制造出效果更好的沼液？”为了探索
这一问题，尹东海一直在钻研，终
于研究出了让沼液更纯净、更有效
果的方法。

在田柳镇的名胜王高塔附近，
尹东海建了两座大棚，专门进行沼
液试验和品质蔬菜种植。他介绍，
通过多道沉淀、过滤工序，大幅减
少了沼液中的残渣，然后再加入
酶，提高了沼液的功效。传统的沼
液由于残渣多，多数只能随水冲施
到土壤中。但经过纯净后的沼液不
仅可以随水冲施，还可以应用到水
肥一体化、滴灌、微喷设备中。这
种沼液与一系列现代农业机械相适
应，可以满足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需
要，广泛地应用于园区、合作社的
标准化蔬菜生产中。“改良版的沼液
残渣非常少，不会堵塞滴灌、微喷
设备，可以直接输送到植物根系土
壤中，更有利于土壤的改良。”

尹东海利用沼液栽培蔬菜，使

得蔬菜品质有了很大提高。近年来
还在山东省富硒农产品专业委员会
的指导下，搭配沼液与富硒元素肥
料，种出了富硒小黄瓜。他的富硒
小黄瓜不仅在市场上受欢迎，还通
过网络平台对外销售。在生鲜电商
仓圣网的仓库里，记者第一次品尝
到了他的富硒小黄瓜。它切开后的
横截面嫩绿，散发着黄瓜清香味，
吃入口中清脆、爽口。他介绍，种
植过程中采用了“富硒元素叶面
肥+有机肥料施用+气体施肥”的施
种模式，把土壤调成富硒土壤，植
株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可以自然吸收
进去，或者直接用叶面肥进行喷
施。这样种出来的果蔬口感与市面
上的果蔬有明显区别。同样的品
种，在相同种植时间里，富硒蔬菜
不仅长势旺、品质好、口感佳，还
富含微量元素。

在尹东海提供的果蔬检测报告
中显示，棚内番茄、黄瓜均未检测
出农产品超标，硒元素分别高达每
千克85微克、每千克81微克，符
合国家标准规定的限量范围每千克
1微克-100微克。通过“钙、镁、

锌、铁、硼”五类元素合理配比、
测土施肥、二氧化碳及生物有机肥
绿色管理技术后，不仅提升了果蔬
硒含量，有效促进降解土地重金属
含量，更是有效增强了农作物抗性。

“品质富硒蔬菜力求不蘸花、不
打药、自然生长、更营养、安全的
种植模式。我种植的品种都是最普
通的果蔬品种，除了在种植过程中
添加硒量元素外，施用的肥料都是
经过多年研究的利用沼气生产出来
的有机肥。肥料的主要原料是鸡
粪、猪粪，加入一定量的水和微生
物菌剂发酵，成功后再加入一定的
微量元素。今年这项技术有了很大
的突破，经过更加细致的过滤，研
制出了无残渣液体肥料，可以运用
在滴灌、喷灌设备上，随水冲施，
操作简单，一吨有机肥可以冲施一
亩到一亩半地，成本至少省了一
半，土壤肥沃，作物抗病能力强，
在抗线虫方面效果显著。在周边试
验的几个大棚的农户，用了反响都
不错。”尹东海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见习记者 高 静

最近，几位同在西南大学求
学的寿光学子，利用暑假时间组
织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看”寿
光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据了解，
她们这一支实践队伍里都是女
生，来自西南大学的不同学院。队
长郑芯蕊来自西南大学数学与统
计学院。她介绍，暑假开始后，她
们就组织起来，以寿光蔬菜产业
发展与乡村振兴为主题，计划对
寿光蔬菜物流、先进农业科技、合
作社、农村文化等领域进行学习
与实践。8月2日上午，他们先来到
了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在各交易
大厅中与来自全国的菜商们交流
学习。他们既了解了寿光在蔬菜
产业中的物流中心地位，也对寿
光蔬菜稳定全国人民“菜篮子”的
重要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下午，
他们又前往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
园，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独特
魅力。图为队员们与物流园菜商
现场交流。 本报记者 王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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