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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无人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 日前 （以下简称 《方案》）
发布。《方案》明确，开展植保无人驾
驶航空器规范应用试点，对从事植保
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植保无
人驾驶航空器，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实现应补尽补。

《方案》指出，围绕无人机产业核
心零部件、硬件、智能化等环节征集
关键技术攻关需求，对能够实现重大
技术突破的，择优纳入省级科技计划
支持范畴。支持无人机发动机、航空

遥感和光电探测等优势配套产品创新
研发，提高产品的全国配套率，扩大
产品应用领域和范围。

同时，建立完善的优质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结合山东无人机生产
和应用市场特点，与全国市场份额
和技术优势明显的头部企业错位发
展，深耕细分领域，引导支持企业
采取差异化产品发展策略，打造一
批在农林植保、消防救援、航空物
流等细分领域的优势企业。对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企业的精准需

求，鼓励地方结合区域发展优势，
制定产业链招商、现有企业技术改
造升级等专项政策。

《方案》提出，鼓励各地和具备条
件企业在农林植保、自然资源管理、
国土测绘、城乡规划、事故处理、应
急救援、水利巡检、快递物流、建筑
业巡检、入河排污口排查、饮用水水
源地监管等领域推广使用无人机产
品。全面梳理全省现有产品供给能
力，形成无人机供给目录，组织推介
典型无人机产品应用场景，带动提升

产品适配性和应用市场规模。支持符
合条件的无人机产品享受首台套保险
补偿政策，助推无人机产品推广应用。

通过努力，山东省力争到 2025
年，无人机全产业产值突破 100 亿
元，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培育10家左
右产值过亿元龙头企业，培育100家
左右“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
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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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什么是新型肥料？新型肥
料的种类有哪些？

胡芹远：所谓新型肥料，目前国
际上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要弄清新
型肥料的含义，首先要清楚究竟什么
是肥料。肥料是指“施用于土壤或植
物的地上部分、能够改善植物生育和
营养条件的一切有机和无机物质。”从
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肥料产品包括过
去农民自己堆制的各种农家肥和绿
肥、市场常见的也是农民用的最多的
单一氮磷钾肥料、复混肥料、商品有
机肥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微生物类
肥料、各种中微量元素肥料、土壤改
良和调理剂，甚至包括植物生长调节
剂，当然也包括新型肥料。

俗话说，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它
是保障作物正常生长和土壤健康的营
养物质。目前已经被证明能保障植物
生长和土壤健康的营养物质主要有17
种：碳、氢、氧、氮、磷、钾、钙、
镁、硫、铜、锌、铁、锰、硼、钼、
硅。也有学者认为，硒元素对作物产
量和品质也有益。总之，这些营养物
质，是构成农业生产需要的各种肥料
的物质基础。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对
新型肥料的内涵有一个科学的概括：
所谓新型肥料，是与传统肥料相比较
而言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肥料新产
品；是在上述 17种营养元素的基础
上，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从肥料
的形态、功能、剂型、原材料乃至生
产工艺等方面进行创新而制成的有别
于传统肥料的新产品。

具体到产品类别，主要包括各种
水溶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缓释
肥料、抗旱保水剂及抗旱肥料、含
有增效剂的肥料、能显著消除土壤
连作障碍因素的有机和无机及其混
合物肥料；也包括能克服重茬、抑
制病虫草害、钝化土壤重金属、降
解有机废弃物 （如农药和农膜） 残
留的微生物类肥料；还有一些能有
效提升农产品品质、促进农产品提
早上市的功能性产品。比如：含氨
基酸、腐植酸、海藻酸、壳聚糖类肥
料，缓释尿素，酸性土壤改良剂，水
稻苗床调酸剂等等。

记者：相比传统肥料，新型肥料
有哪些优势？

胡芹远：相比传统肥料，从功能
和效果上说，新型肥料的优势主要表
现在：提高肥料利用率、提升土壤肥
力、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
质、消除阻碍土壤健康的障碍因素，
增强或调节植物生长状况、改善或增
强肥料的其他功能、提高农产品品质
等。如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可大幅提高
化肥利用率，酸性土壤改良剂可有效
抑制土壤酸化进程，抗旱肥料可在苗
期保障作物正常生长，花生驱虫专用
肥料可有效防治蛴螬，含有促根剂的
产品可促进作物根系发达，含硼的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可有效解决水稻颖壳
不闭合现象，含黄腐酸类产品可有效
降解除草剂毒害，等等。

从使用方法上说，新型肥料最突
出的优势就是更节省用工成本，如各
类水溶肥料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叶面喷
施、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进行喷施和滴
灌，缓释肥料可以减少追肥次数。

记者：部分农民反映，传统肥料用
习惯了，同时对新型肥料的功能和作
用缺乏了解，不想或不敢买新型肥料；
新型肥料价格普遍偏高，会增加种植
成本；质量参差不齐，用起来不太放
心。新型肥料推广的难点和堵点在哪
里？

胡芹远：农民朋友对传统肥料的
依赖和信任，这是有道理的，是符合
科学规律的。肥料是植物的营养，传
统肥料的主流产品就是以氮磷钾为主
的产品，任何时候，农业生产都离不
开这三种营养，因为这三种营养又被
称为“植物营养三要素”。新型肥
料，只能根据作物的需肥特点和规律
以及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在这三种
养分的基础上，缺什么补什么、缺多
少补多少，让作物吃好吃饱、不吃多
不乱吃，才能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助
力人类健康。

至于部分农户不想买、不敢买新
型肥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型
肥料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特定功能，
也就是说肥料产品中含有对促进作物
生长的特定成分。事实上，目前国内

市场上流通的所谓新型肥料，有相当
一部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定功能，
甚至有的产品如单纯按照其说明书使
用，还会产生负面效应，客观上挫伤
了农户的积极性。

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产品不是真
正的新型肥料，只是在炒作概念。比
如，有的标称“黄腐酸钾复混肥”，
实际上就是有机肥料类产品，氧化钾
的含量很少，远远不能满足作物正常
生长的需求；有的微生物肥料，吹嘘
可替代化肥，实际上市场流通的微生
物肥料大多不含氮磷钾养分，只是具
有固氮、解磷解钾、增强光合作用，作
物无法吃到正常生长需要的营养，当
然效果表现不理想。也有的标称可解
决重茬、病害、降农残的微生物肥料，
或因为产品本身的技术水平不理想、
或因为运输储存过程中没有满足有效
活菌的生存环境，导致效果降低；还有
的产品，实际没有特定功能，却标称含
有作物需要的各种养分，甚至各种养
分含量加起来，总和超过100%。这些
因素都是造成农户不想买、不敢买新
型肥料的原因。

新型肥料推广的难点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实际效果不理想，效果
好的产品，农户是非常欢迎的，如知名
大公司的缓释肥料。二是种植大户、基
层肥料零售商，甚至农技人员对新型
肥料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鉴别能力
和手段有限，不能较好地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三是基层农资执法人员大多
只掌握相关肥料标准的技术要求，缺
乏对产品效果机理的认知，难以及时
鉴别新型肥料的效果，也就不能及时
解决涉肥纠纷，让农户对新型肥料没
有安全感。

新型肥料推广的堵点：一是肥料
区域代理商对新型肥料产品的养分含
量、作用机理、使用说明、合理价格没
有清楚的认知，只按照生产企业的要
求推销产品；二是新型产品的效果筛
选试验示范不到位，大多是单一产品
试验示范，没有比较性，没有筛选出
真正的好产品向农户推荐；三是宣传
培训不到位，没有让广大农户全面了
解新型肥料的特点、作用和使用必要
性。

记者：如何破解新型肥料推广困局？
胡芹远：近年来，为保障粮食安全、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

“三新”技术，为新型肥料的推广应用
提供了机遇和助推力，新型肥料的大面
积推广应用将迎来春天。要解决目前面
临的推广困局，重点要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

一是肥料生产企业要加大科研和生
产投入，潜心研发优质高效、性价比合
理的新型产品，这是最基础的保障。

二是肥料生产企业和区域代理商要
针对产品的特点和其适用土壤、作物，在
农技推广、教学科研机构等部门指导下，
在拟推广地区科学布设试验示范点，验
证并展示产品的效果，适时召开现场观
摩会，增强农户的认知度。

三是基层农业部门每年应征集功能
相近的产品，集中进行试验示范，了解
掌握所有试验产品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
表现，向农户推荐实用性强、效果表现
显著并稳定的好产品。同时，做好技术
服务与指导。

四是基层农资监管部门要在加强学
习的基础上，同农技推广部门密切合
作，打击假冒伪劣、夸大效果、误导农
户的行为。

五是要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新型肥
料使用者对肥料产品的鉴别力，确保他
们能买到货真价实的新型肥料。

记者：农民选购新型肥料应注意什
么？

胡芹远：一是多问。准备购买新型
肥料前，一定要向使用过该种肥料的种
植户、农技人员等详细询问其性能、特
点、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做到心中
有数。二是多看。要积极参加各种新型
肥料试验示范现场观摩，也要留心到周
围使用新型肥料的田块看看实际效果。
三是多学。积极参加农业部门组织的科
学施肥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对新型肥料
的理解和鉴别力。四是莫贪图便宜。就
是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的“忽悠团”，以
超低价或赠送礼品等方式上门推销的产
品。

来源：安徽日报

应补尽补 山东省植保无人机迎来重磅利好

如何破解新型肥料推广困局？
新型肥料在安徽省农业生产上已得到广泛应用，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产品质量安全作出了应有贡献。但也有部分农民反映，传统肥

料用习惯了，同时对新型肥料的功能和作用缺乏了解，不想或不敢买新型肥料。那么，新型肥料有哪些优势？如何破解新型肥料推广困局？记
者特别采访了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专家胡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