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侯庆强 美编/籍红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BEIFANGSHUCAIBAO 新闻 2

□记者侯庆强报道

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网
站获悉，为加强肥料监督管理，提
高肥料产品质量，切实保障农业
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
村部决定开展 2025 年肥料质量
监督抽查工作。抽查时间于9月底
前完成。

据了解，本次抽查品种为有
机肥料、复合肥料和微生物肥料。
抽查数量 233 个肥料样品，其中
有机肥料108个、复合肥料60个、
微生物肥料65个。

抽查范围为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
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
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肥料
生产企业和农资市场。其中，有机
肥料优先从 2024 年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项目中标企业和往年
抽检不合格企业中抽取。

本次抽查工作采取企业抽
样、市场抽样的方法进行。企业抽
样。样品从生产企业仓库自检合
格、附有合格证的成品中抽取，抽
样基数不小于1吨。有机肥料、复
合肥料和微生物肥料样品均按批
次抽取。市场抽样。样品从经销商
仓库或经销门店中抽取，抽样基
数不少于 10 袋（桶）。抽取样品
时，要查验核对肥料登记证等相
关信息。从农资市场抽取的样品
要进行样品确认，记录样品的进
货数量、存货数量和进货来源，在
抽样单上记录并复制其进货凭
证、资金往来凭据等。

抽样人员和被抽查对象采用
“双随机”方式确定，并以拍照或
录像形式记录抽样过程。抽样人
员依据《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
（GB18382—2021）、《肥料质量监
督抽查抽样规范》（NY/T4198—
2022）、《有机肥料》（NY/T525—
2021）、《 复 合 肥 料 》（GB/T
15063—2020）、《农用微生物菌

剂》（GB20287—2006）、《生物有
机肥》（NY 884—2012）、《复合
微生物肥料》（NY/T798—2015）、
《农用微生物浓缩菌剂》（NY/
T3083—2017）和《农用微生物产
品标识要求》（NY885—2004）等
标准进行抽样。抽样人员要准确
完整记录产品信息并填写抽样
单，填写内容要与被抽查产品标
签标识内容一致。抽样单须抽样
人员、被抽查单位负责人或其授
权人员签字，并加盖公章。如遇被
抽查单位拒绝抽样，抽样人员填
写拒抽认定书，采取拍照、录像等
方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不
合格产品检测报告后，应立即组
织有关地区启动执法程序，及时
固定证据，属于农业农村部门职
责的，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不属于农业农村部门职责的，要
及时将相关检测报告转有关部
门。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进行查处。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刘学报道

近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预计未来10天，东北地区大部
多晴少雨，利于过湿农田散墒和春
播工作进行；华北、黄淮、江淮等地
降水持续偏少，部分地区旱情将持

续或发展，11至13日，河北南部、
河南中北部等地将出现干热风天
气，可能导致小麦灌浆受阻、千粒
重下降，并易加剧蚜虫增殖和扩散
为害；13日后，西南地区东部、江
南、华南北部等地还将有一次降雨
过程，田间适温高湿环境会加速病
虫害发生发展。

中国气象局建议，北方冬麦区
加强小麦生长后期的水肥管理，土
壤缺墒地区及时灌溉，适时开展

“一喷三防”，有效控制蚜虫数量，
降低高温干旱对小麦开花结实的
影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等地
注意保持沟渠畅通，雨后及时排湿
散墒，促进小麦、油菜灌浆结实。

□谯城区融媒体中心报道

近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牛集镇宋庄村蔬菜种植基地，菜

农正在采收花菜。“花菜产值高，
效益好，是农民致富的高效经济作
物。”镇科技特派员马文良说，以
前牛集镇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大

豆等农作物，产值很低。随着农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鼓励种植
大户种植花菜、雪菜、娃娃菜等特
色蔬菜产业，实现了增收。

他曾在寿光学技术15年

8个大棚收入
突破50万元
□农村大众记者张超报道

“我们种的西红柿是从寿光引进的新品
种，市场价最高时1斤卖上15元。”近日，在
山东省曲阜市吴村镇峪西村的温室大棚里，
村党支部书记李含正忙着采摘西红柿。

李含今年50岁，曾在“中国蔬菜之乡”寿
光学习了15年蔬菜种植。2019年，他放弃寿
光的事业，回到了峪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005年在寿光，时年30岁的李含在蔬
菜大棚里，第一次见识到荷兰熊蜂授粉的神
奇：当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在花间穿梭，替代
传统的人工授粉时，他触摸到了现代农业的
脉搏。他参与建设的智能温室能自动调节温
湿度，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控着作物的“生命体
征”。

峪西村历来就有种植林果和蔬菜的传
统，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
并不理想。李含认为是蔬菜品种没有选对，随
后他带着土壤样本三赴寿光，最终锁定草莓
西红柿这个特色品种——既能适应本地气
候，又能填补高端市场空白。

“要让技术生根，得先让乡亲们看见真金
白银。”李含深谙这个道理。他在村头搭起简
易大棚，用寿光学来的吊蔓栽培法种出第一
季草莓西红柿。当晶莹剔透的果实挂满藤蔓，
原本观望的村民忍不住钻进大棚：“这果子比
俺种的普通西红柿贵三倍？”李含笑着掰开一
个，沙瓤里透出草莓香：“您尝尝，这就是科
技的味道。”

2021年，通过上级资金的帮扶，峪西村8
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顺利完工。5年多的时间，
李含把新品种和新的种植模式从寿光“搬”到
了峪西村，在村里建设了一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我们这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虽小，但效益
好，今年8个大棚总收入突破了50万元，纯
收入25万元。”李含笑着说。

李含的野心不止于几个大棚。峪西村将再
扩建12个智能蔬菜大棚，并借鉴寿光合作社模
式，建立起“农户+合作社+企业”的产业链。

点赞：
让技术在乡土上扎根

乡村振兴发展离不开先进农业技术的加
持，也离不开热爱家乡、归乡创业的人们，正
是有了这些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基础，才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源泉。李含便是
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寿光学艺 15 年的李含，心怀家乡父
老，为改变家乡现状，他把所学的先进种植理
念、前沿的农业科技带了回来，毫无保留用在
了家乡经济发展上。回村后，先是带着土壤样
本多次前往寿光，精心挑选出适合本地种植
的草莓西红柿品种，之后率先搭建简易大棚
进行试种，并陆续建起8座现代化农业大棚，
实现了总收入突破50万元，用实实在在的成
果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年已50岁的李含心中有梦——将建起“农
户+合作社+企业”的产业链，助力全村发展。李
含明白，村里只要有了产业支撑，未来才会有
更大的发展。只有底气足了，才能带动村民主
动参与共同致富，才能提高村集体的经济收
入，也才能吸引更多在外村民回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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