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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陕西省
水利厅了解到，2014 年，陕西省完成
农村饮水项目投资 14.3 亿元，新建各
类工程 2769 多处，解决了 272 万人的
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
到 85％。

今年，陕西省水利厅供水处下放
了“千吨万人”规模以下的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和 500 万元投资规模以下
的县城供水项目审批权，形成了省、
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大大提
高了项目审批和计划下达的工作效
率。与往年相比，年度农村饮水安全
项目计划下达提前了一个季度，县城

供水项目计划下达提前了半年，为项
目实施和加快建设进度赢得了时间。

陕西省水利厅建立了常态化项
目督察机制，先后对 70 多个县区进
行了重点督导，形成了建设进度通报
制度。继续强力推进“三个一”工程
运行管理模式，2014 年新增县级专
管机构 29 个、新建立维修基金制度
13 项。30 个县的水质检测中心检测
项目由 21项提高到 63项。

据了解，陕西省县城供水完成投
资 5.9 亿元，对 40 个县城的水源（水
厂）和管网重点实施了改扩建，新增
日供水能力 6万吨。

◆本报记者季英德 通讯员姜小蓉

“所有列入整治范围的特种毛皮
动 物 养 殖 场 户 要 在 两 年 内 完 成 治
理。养殖场户在 200 家以上的镇街，
要在 2015 年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
这是记者日前从《荣成市特种毛皮动
物养殖场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中了解到的。

山东省荣成市为保护农村生态环
境，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对
猪、牛、鸡养殖场进行大规模整治的同
时，将全市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场列入
整治范围。

实行雨污分流，干湿分离

《意见》要求，位于村内、离居民
区 50 米范围内以及离居民区 50 米
以外但种存栏 100 种以下的特种毛
皮动物养殖场（户），在禁养或搬迁前，
要自觉规范养殖行为，污水集中收集，
不得贮存排放到公共区域，干粪定期
收集还田，不得在公共区域或离居民

区、办公区、学校、公路等公共场所 100
米范围内堆放。

位 于 居 民 区 50 米 以 外 、种 存 栏
100 种以上的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场（户）
要按照环保零排放的要求，对畜禽粪便、
污水等进行及时收集、贮存、清运，不得
随意堆放和排放，并采取防渗漏和防恶
臭等措施，防止粪便和污水渗漏、外溢。
通过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粪堆积场、沉
淀池、厌氧发酵池或沼气池，对粪污实行
集中无害化处理后全部用于还田。所有
设施原则上全部在场区内建设，治污设
施建设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荣成市提出，所有参与整治的特种
毛皮动物养殖场都要建设污水、雨水分
离系统，实行雨污分流，污水收集输送系
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彻底避免雨污合
流。在所有圈舍下面粪污堆积处的四周
建设砖混围挡，围挡一端可集中建设污
水出口，然后通过暗沟或管道进入污水
处理池。场区内的所有生活污水也不得
向场区外排放，要铺设暗沟或者管道，集
中输入污水处理池。此外，养殖场要实
行干湿分离，推行干化清粪，集中堆积。

粪便不得在场区外露天堆放，每个养殖
场均要在场区内建造足够容积的干粪堆
积池，可采用全地下、半地下的建设方
式，干粪池上面要加盖彩钢，便于对粪便
进行发酵。干粪堆积场规模场主自行确
定，要充分满足场区的堆粪需求。

建设配套三格式化粪池。必须在场
内配套建设足够容积的三格式化粪池

（两级沉淀池和一级厌氧发酵池），也可
以建设一体化密闭的化粪池。养殖污
水、清洗饲料及饲养用具产生的废水和
场区内的生活污水要全部进入池内进行
无害化处理。三格式化粪池总容积不做
硬性规定，根据各场的实际情况确定，但
必须保证满足场区内的污水处理需求。

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监管机制

荣成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相关
区、镇和街道作为此次整治的第一责任
主体，负责本辖区的养殖场污染治理工
作，落实专人负责，并制定详细的治理方
案，合理安排治理计划，积极组织辖区内
养殖场户进行治理，确保治理工作扎实

推进。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各养
殖场户要自觉参与，按期完成，并达到整
治要求。畜牧部门负责养殖场污染整治
的技术指导和日常督导，环保部门会同
镇街加强养殖场污染物处理情况的监督
管理，以镇村为主。

同时，荣成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对
验收合格的养殖场，按照养殖规模，采取

“以奖代补、先干后补”的形式，给予一次
性奖励。

畜牧部门要加强对养殖场污染整治
的技术指导。养殖场户污染治理设施建
成后，市畜牧、环保部门与相关区、镇和
街道组成联合验收组，进行综合验收，对
验收合格的养殖场，市环保、畜牧部门联
合下发验收合格文件；对拒不参与整治
和整治不达标的，限期进行整改；对通过
验收后仍旧造成环境污染的，收回验收
合格文件和财政奖励资金，由环保部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荣成市要求，各相关区镇、街道和部
门要把畜禽动物养殖场污染治理和监管
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新建养殖场必须按
照《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条例》的要求，
严格执行项目立项审批制度，符合土地
综合利用政策和乡镇建设统筹规划，严
格落实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制
度，未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新
建、扩建、改建畜禽养殖场。畜牧、环保、
国土、城建、工商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
加强监管，对发现违规建设的，依法予以
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荣成治理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场
采取“以奖代补、先干后补”的形式给予一次性奖励

陕西解决270万农民饮水问题
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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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拉通讯员况昌勋

冬天的海南，依旧暖和。阳光下，东
方市感城镇布磨村的 800 亩有机蔬菜基
地，绿意盎然。海南省有机农业协会秘
书长蔡明浩从树上摘下一颗西红柿，不
洗不擦，就直接吃起来。“特别有记忆中
的西红柿味道。”

近年来，病害危及海南省农作物，导
致绿橙、香蕉、槟榔、瓜菜等种植面积减
少或减产。专家表示，由于过去 20 多年
的不科学栽培模式，破坏了土壤生态结
构，有益微生物锐减，病菌成为优势菌
落，危害农作物安全。

随着农药防控病害的效果日益下
降，倒逼企业和农户开始尝试通过维护
土壤生态平衡来防控病害。

■再多农药也控制不住病害？
□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致土地

“中毒”，作物生病、产量锐减

海南省儋州市王五镇枝根村村民吴
小书对记者表示，2003 年他在自家的地
里种植冬瓜，“从 2008 年开始，瓜苗移栽
下去就很容易染病，只能用农药来控制
病 情 。 到 了 2012 年 ，农 药 开 始 失 去 作
用，有些冬瓜地的产量几乎减半，后来更
严重，一种就死。”

吴小书至今也没弄明白到底这是怎
么回事。从今年开始，他不再在自己地
里种冬瓜了，而是到其他村庄租地种植。

对此，记者采访了海南大学土壤学
教授孟磊。孟磊解释说：“很多病害至今
也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不管怎样，造成
这一现象的很大原因是土壤的生态系统
被破坏了。”

海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李鹏认为，
土壤生态平衡被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化肥
农药惹的祸。土壤本身的养分不足，为
了获得高产量，必须施加肥料。自上世
纪 80 年代后期，化肥凭借其养分含量
高、见效快等优势迅速在海南岛普及开
来，施用量成倍增长。

数据显示，2000 年，海南省化肥施
用量为 26.3 万吨，2007 年，就增加到了
41.7万吨，至今维持在 40万吨以上。

同时，农药也在大量被使用。一位
基层农业技术员告诉记者，海南常年高
温多湿，适宜病菌繁殖，病虫害严重，主
要的植保手段就是使用农药。“可以说，
一开始确实大大减少了病虫害带来的损
失，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像吴小书一样，海南省大多农户在
种植几年的同品种农作物之后，再怎么
使用农药都无法控制病害。

“农药在消灭土壤中病菌的同时，也
消灭有益微生物菌，当病菌抗药性增强，
就成为优势菌落。”李鹏向记者透露，近
20 年来，海南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
改变了土壤中的生态结构。

“土传病害逐年严重，使用化学防治

效果差且成本高，越显‘力不从心’，这就激
发农民寻求更好的防控措施。”李鹏说，农
业企业和种植大户已经有了使用微生物菌
肥的观念。

■微生物菌肥有何作用？
□ 可 减 少 使 用 30%农 药 化 肥 ，

作物发病率明显降低

受枯萎病影响，海南省香蕉种植面积
一度大幅下降，当周边香蕉地因为枯萎病
改种冬季瓜菜时，临高南宝镇绿晨基地的
500亩香蕉，却完好无损。

同样，在临高县临城镇华兴村的香蕉
基地，300 亩香蕉树的“年龄”已有 15 岁，但
是香蕉枯萎病发病率仅为 3%。

这些功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机肥
中的微生物菌。

“我们每亩地施两三吨有机肥，提升土
壤的肥力，尽量少施化肥；而在香蕉生长期
间，采取水肥一体化，并在水肥中增加有益
菌。”海南绿晨香蕉研究所副所长甘东泉
说，“这样一来，土壤营养充足，土壤生态环
境良好，生长的香蕉健康、抵抗力强，同时，
有益菌可以在土壤中形成优势菌落，抵御
枯萎病菌。”

临高县临城镇华兴香蕉基地负责人王
忠星也告诉记者：“枯萎病关键在防，而不
是治。豆饼、花生饼、有益菌等制作的水
肥，不破坏土壤生态环境，通过喷滴灌给香
蕉园施肥，从目前看，防治的效果不错。”

蔡明浩说，有机农业是生态循环农业，
关键在平衡。田间有一个大的生态环境，
比如林中的蜘蛛、天空中的鸟儿等，同时也
有一个小的生态环境，那就是土壤中的微
生物。“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的使用能够维
持土壤生态平衡，促进农业增收。”他告诉
记者。

据悉，海南省目前应用微生物菌肥的
作物有小番茄、辣椒、西瓜、冬瓜、菠萝和水
稻等，应用面积累计 5 万多亩，应用区域瓜
菜土传病害（指病原体如真菌、细菌、线虫
和病毒随病残体生活在土壤中，条件适宜
时从作物根部或茎部侵害作物而引起的病
害。）减少 30%，产量提高 15%~18%，明显效
果明显。

海 南 省 植 保 植 检 站 的 试 验 也 表 明 ，
使 用 微 生 物 菌 肥 ，可 以 减 少 农 药 使 用 量
20%~30%；在 减 少 40%的 化 肥 情 况 下 ，能
够 达 到 同 等 的 产 量 ，并 且 口 感 大 大 提
升。同时，调查发现，在 生 物 菌 肥 应 用 区
域 瓜 菜 土 传 病 害 减 少 30% ，产 量 提 高
15%~18%。

李鹏介绍，生物菌剂还可以有效恢复
和提升地力，海南省地力渐显倦容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激素农药，导
致有益菌的减少和土壤板结，所以推广使
用生物菌剂可以有效活化土壤，提高肥效
和减少板结，改良土壤生态环境。

■菌肥产业前景如何？
□岛内年销售额可达 10 亿元，

每亩地利润能够保持在 1万元以上

“通过有机肥和微生菌剂生产出来的
有机农产品，质量很好、口感很好。”东方
感城镇布磨村有机蔬菜基地负责人蔡其武
介绍。基地的有机农产品以订单的形式销
往上海、北京、长沙等地，价格非常稳定，每
亩地利润能够保持在 1万元以上。

东方感城镇布磨村有机蔬菜基地，是
通过有机肥、微生菌剂克服病害，生产出高
质量蔬菜的例证。

已有企业提前嗅到商机。海南霖田农
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在琼海投资数百万
元建厂，今年很快就会投产。

“除有机肥外，仅微生物菌剂一亩地一
年就需要 100 元左右，海南有近 600 万亩的
瓜果菜，以及数百万亩的热带作物，每年需
求量可超 10 亿元。”海南霖田农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经理林尤宁说。

“每株香蕉每年施生物菌肥（含有机肥
和 微 生 菌 剂）需 要 16 元 ，一 亩 就 是 2240
元。”王忠星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目前
海南省还没有投产的微生物菌剂厂，他只

得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从省外购买生物菌
剂，然后通过稀释、添加有机肥来施用。

“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就是自己建一个微
生菌有机肥厂。”他说。

企业“嗅”到的不仅是微生物菌剂使
用对作物植保的力量，还有微生物菌剂
本身的产业潜力。

在一些人看来，海南具有发展微生
物菌剂产业的优势。“大家都知道海南气
候适宜病菌繁殖，同样，它也适合有益微
生物菌的繁殖。有益生物菌扩繁的代数
是内地的数倍甚至几十倍。”李鹏说，海
南省植物多样化、土壤偏酸和气候高温
高湿等条件下，有益生物菌资源丰富，生
产成本低，有利于提纯和筛选。

岛外也是一个可以开拓的大市场。
李鹏认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土壤和
种植作物与海南相似，在海南生产的有
益菌剂也是适用的。而这 3 个省区的市
场潜力，预计近 200 亿元。 而微生物菌
剂可以浓缩至一小瓶，运销岛外也不存
在运输成本高的屏障。

“从近 10 年我国微生物肥料菌种应
用发展过程分析可知，菌种的种类从 41
种增加到 140 种，并扩大到真菌、非芽孢
菌等新功能菌种应用。”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陈慧君说，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
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化学病虫害防控
效果的日益降低，微生物肥料菌种产业
发展前景巨大。

■微生物菌推广如何走出去？
□品质好也需“吆喝”生产、

技术要“配套”

尽管菌肥效果显著，但记者调查发
现，知道微生物菌剂的农民还并不多，目
前使用微生物菌剂的主要是农业企业和
种植大户。数据显示，微生物菌剂从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海南，截至目前，
全省使用面积也仅为 5万亩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微生物菌肥还需要
时间推广，需要做好基础性研究，根据不
同的作物探索出最佳的有益微生物菌
剂。同时，在推广时，也要引导农民有针
对性地使用。

“不是所有微生物菌剂对任何农作
物都有效果，微生物活性受环境影响大，
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农作物，甚至在农
作物不同的生长周期，使用的方式都不
同，需要科技人员入户指导。”李鹏说。

蔡明浩认为，每种微生物菌都有自
身适宜的生存环境，在使用微生菌剂时，
最好使用本地的微生物菌，它们适合在
这里生存，就容易在土壤中扩繁，形成优
势菌落。“使用外来微生菌剂需要谨慎，
谨防‘水土不服’。”

“微生物菌剂还需要与水肥一体化
的施肥技术、物理病虫害防控技术、生物
农药防控技术等栽培技术结合起来使
用。”李鹏表示，“需要提醒的是，微生物
菌肥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也要防止
企业利用农民心急的心理，在微生物菌
肥中添加调节剂。不仅需要基层技术人
员的宣传指导，也需要建立一个集产学
研于一体的科普示范园。”

目前，海南省推广的产品多为省外生
产。李鹏坦言，这存在许多不足，一些微生
物菌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会因为气候条件不
适导致失活，同时，难以根据海南省的实际
情况及时开发生产适宜的微生物菌。

“应该树立健康植保概念，病害防控
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李鹏说，“植物
健康管理”已经流行于发达国家，最早于
1991 年由美国植物病理学会提出。 所
谓“健康植物管理”，包括种植地点选择、
土壤管理、水分管理、品种选别、肥料管
理、健康种苗、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及采收
后处理等，凡是有利于植株健康且能兼
顾环境生态保育的措施，都是作物健康
管理的考量因素。

培育本地微生物菌剂或增施微生物
菌剂营养液，科学使用对环境破坏小的
友好型农药和尽量使用非化学手段防治
病虫害——海南农业的明天将更好。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成宁长
沙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2014 年，湖南
湘潭市要退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52
户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为保护母亲河湘江，湖南省政府
提出“一号重点工程”，制定湘江保护
与治理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其中
提出防治畜禽养殖污染，要求湘江沿
岸 1000 米范围内的规模养殖户必须
退出或搬迁。

按湘江保护与治理首个三年行
动计划要求，在 2014 年底前，湘江长
沙综合枢纽库区湘江干流两岸 1000
米范围内年出栏 300 头以上的规模
养殖场（户）要全部退出或搬迁；2015
年底前，这一范围年出栏 50 头~300
头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户）全部退出
或搬迁。

根据湖南省政府要求，2014 年 4

月，湘潭市对湘江干流 1 公里范围内
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出栏数、栏舍面
积进行摸底，确定了退出畜禽规模养
殖场数量，按照省政府 2014 年退养
工作要求，2014 年湘潭市要退出的
畜禽规模养殖场达 52户。

2014 年 8 月 ，省 政 府 下 发《湘
江 干 流 两 岸 养 殖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实
施 方 案》，随 后 湘 潭 市 制 定 并 发 布
了《湘潭市湘江干流两岸养殖污染
防 治 工 作 实 施 方 案》，明 确 退 出 补
偿资金、政策。对规定时间内主动
退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畜禽栏
舍面积（生产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按
栏 舍 面 积 25%折 算）平 均 每 平 方 米
补偿 300 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全市实
现退养 170 户，全面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任务。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杨富
强 钱伟利报道 记者日前来到河北
省临城县古鲁营西村，只见家家户户
房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随便走
进一家农户的厨房，用手一拧沼气灶的
开关，一股蓝色的火苗便蹿了出来。

“去年以来，俺们村大力发展新
能源，通过改水、改厕，建设大型沼气
池，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路灯，逐步改变
了原来脏、乱、差的状况，农民生活水平
大大提高。如今，沼气、太阳能这样的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村民的新宠。”古鲁
营西村党支部书记郝瑞申说。

古鲁营西村发展使用清洁能源
只是临城县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临
城县在新农村建设中，以改善生态环
境、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指导农户
积极开展生态家园建设活动，提倡农
民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照明
设备、农村户用沼气池、节能灶等一
系列绿色环保节能产品。在发展户
用沼气池建设中，临城县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逐步形

成了“政府扶持、农户自筹、社会参
与”的投入机制。同时落实好专项技
术服务和培训工作，坚持做到发展一
户、成功一户、受益一户。截至目前，
临城县已建成大型沼气池 8 座，农村
户用沼气池 1 万余口，建设沼气服务
网点 20 余个，配备了检测仪等维护
设备。

临城县还将沼气建设和改善生
态环境、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发展高
效庭院经济相结合，通过沼气建设来
推动养殖业，带动种植业，实现农村
经济可持续发展。2014 年以来，临
城县推广“猪—沼—果”、“猪—沼—
菜”等高效生态模式 500 余户，每年
可为农户均增 1500 元。在绿岭薄皮
核桃种植基地建成了全县最大的沼
气池。通过实施“牛—沼—果—林”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有力促进了群众增
收致富。“树木葱茏的小院空气清新，
热水常备的浴室舒适节能，方便清洁
的沼气用之不竭。”如今，在临城，村
民们大都这样描述他们的新生活。

湘潭大力治理养殖污染
湘江沿岸一公里内 52户规模养殖场退出

清洁能源成临城农民新宠
建成户用沼气池 1万余口

三农农农天地

地处豫西的
河南省汝阳县近
年来在土地流转
工作中，注重结
合当地实际，扶
持农民发展生态
农业、观光农业、
旅游农业，农民
积极种植草莓、
石 榴 、葡 萄 、玫
瑰、红高粱等，特
色农业促进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
成为当地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图
为河南汝阳县陶
营镇柿园村百丰
休闲农业观光园
工作人员正在采
摘草莓。人民图
片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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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龙滚镇菊花生产基地的工人正在给菊花施微生物肥料。
李拉摄

木瓜硕果累累木瓜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