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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创建全国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实施有机旱作农业———

“耕地质量提升”是根基所在
刘耀清

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为我省

指明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路径和前进方向，在省政府《关

于加快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市政府《关于印发

长治市创建全国绿色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市实施方案》 中，都

按照土、水、种、技、机、绿等要求提出了要实施有机旱作农业

的“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

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六大工程。其中首要的

“耕地质量提升工程”，强调要坚持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提升

土壤蓄水蓄肥能力。通过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

措施培肥地力。

一、耕地土壤品质决定作物产品的品质

人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人的生命营养来源于食物营

养，食物营养来源于作物的营养，作物的营养来源于耕地的

营养。以此逻辑推理：人的生命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是耕地的

营养质量。在耕地上种庄稼，几乎所有的措施都要通过耕地

土壤才能发挥作用，一个好的措施，不仅对作物有利，对土壤

也有利，才能收到当时与长远事半功倍的持续效果，如果某

些措施对作物有利，对土壤有害，由于它本身含有的有害成

分，则自然地会在作物上有利的同时也带来毒害，同时毒害

土壤，使土壤出现“亚健康”“病态”，甚至更加严重。所以，耕

地土壤这一作物母体的健康与营养质量，是作物及产品营养

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所在，是人体营养健康的主要因

素。

二、耕地的土壤属性与养分

既然耕地土壤营养质量对作物营养质量、继而对人体生

命如此重要，就很有必要在设计有机旱作农业的“耕地质量

提升”工程前，首先对土壤的属性和养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耕地土壤是陆地表面由矿物、有机物质、水、空气和生

物组成、具有肥力且能生长植物的未固结层。“陆地表面”是

说土壤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而“矿物质、有机物质、水、空气

和生物”则是土壤这一物质客体的基本的、必要的成分；“具

有肥力，能生长植物”说的是土壤的基本特性，即具有肥力；

“未固结层”是指其物理状态之疏松多孔。

在植物生活的全过程中，土壤具有供应与协调植物正常

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水分、空气和热量的本能。

根据土壤肥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分为自然肥力和人为

肥力。自然的肥力是由自然因素形成的土壤所具有的肥力，

也就是土壤在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肥力。

人为的肥力是由耕作、施肥、灌排、改土等人为因素形成的土

壤肥力。

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肥料则是土

壤养分的主要来源，因而也是健康作物必需的重要物质基

础。

凡能够直接提供植物生长的必需的营养元素的物料，

称为肥料。肥料又分为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前者养分释放

速度较慢，但肥效较长且兼有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相似于

医学上的“中药”；而后者养分释放速度快，但肥效时间短，具

有副作用，相似于医学上的“西药”。

土壤的环境属性包括采光属性，即光照；地温属性，即

地温；环境属性，即是否污染和净化。

土壤的物理属性包括土壤质地，即透气性；成土母质，

即来源属性；土层厚度，即容量属性。土层厚度的土壤剖面结

构分耕作层、淋溶层也叫犁底层、母质层。

土壤的化学属性包括酸碱性、氧化还原性、营养性。

土壤的环境污染包括工业、农业、生活三个方面：工业

污染即废水、废渣、废气、建筑垃圾等；农业污染即农药、化肥

残留、未经处理和腐熟的人粪尿及禽畜粪便等；生活污染即

生活垃圾、废弃包装、电子产品和日用品等。

土壤污染的症状包括土壤板结，透气性、吸附性下降，

土壤酸化，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

土壤的温度条件是在＜10℃时，大多数作物处于休眠状

态，≥10℃有效积温时，作物开始生长，15℃≤温度＜25℃作

物正常生长，25℃-30℃是大多数作物旺盛生长的最佳温度。

土壤的营养属性：土壤中的养分分有机养分和无机养分

两大类，其中有机养分对土壤肥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土壤

有机质含量高则土壤颜色偏深，松紧适度，松而不散，对光热

和雨水吸附力强，保肥保水，而且缓冲性大，抵御灾害能力

强，养分全面，不易缺素。

土壤中的氮肥：土壤母质本身不提供氮肥，是靠有机质

分解和人工施入氮肥形成的。土壤中的钾肥：土壤母质可以

分解并释放部分钾肥，还需人工施入有机肥、草本灰、氯化钾

等。土壤中的磷肥，则是施磷后的土壤供磷水平，主要决定于

磷肥在土壤中的反应产物。

水分是土壤养分的载体，水分参与作物的新陈代谢，在

作物体内运输养料和氧气。养分只有溶于水才能被作物吸

收，土壤水分存在于土壤缝隙中和植物根系内，土壤越疏松，

保水性就越强。

三、导致土壤板结和养分缺乏的原因分析

随着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化肥投入代替了农家肥的投

入，几十年来的长期施用，造成了土壤有机质下降，影响了土

壤微生物的生存，破坏了土壤肥力结构，引起了土壤酸度变

化。土壤酸化后导致了有毒物质的释放，或使有毒物质毒性

增强，导致土壤板结，营养缺乏，肥力下降。

土壤板结，自然土壤孔隙度必然减少，通透性差，地温

下降，致使土壤对水、肥、气、热不能顺利吸收，微生物活动空

间缩小而受到控制，延缓有机质的分解，因而也就不能很好

地满足作物的生长需求。

化肥的矿物原料及化工原料中，含有多种重金属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害成分，它们随着化肥施入一同进入土壤造成

污染。长期的化肥氮肥过量施入，影响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影

响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导致土壤板结。化肥中的磷肥施入，

磷肥中的磷酸根离子与土壤中钙、镁等阳离子结合形成难溶

性磷酸盐，既浪费磷肥，又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致使土壤板

结。化肥中的钾肥施入，钾肥中的钾离子置换性特别强，能将

形成土壤团粒结构的多价阳离子置换出来，而一价的钾离子

不具有键桥作用，土壤团粒结构的键桥被破坏了，也就破坏

了团粒结构，致使土壤板结。化肥中的硝态氮，很容易在土壤

中与阳离子结合形成螯合物，破坏土壤本身的团粒结构。

随着人们对化肥的依赖和持续施用，导致忽视了腐熟农

家肥、有机质的投入和秸秆还田，使土壤中的有机物质补充

不足，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结构变差，影响微生物的活性，

从而影响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导致土壤板结而营养缺乏。

四、提高土壤质量和养分的途径

省政府在 《关于加快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耕地质量提升工程”中指出：坚持不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过平田整地、建设水平梯田、筑坝排洪、整修地埂、种植

生物埂或田间林网、整修田间路、加厚土层等措施,提升土壤

蓄水蓄肥能力,提高耕地质量。

积极培肥地力。采取秸秆还田、增施经处理和腐熟的农

家肥或有机肥等土壤培肥方式,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耕地地

力等级。大力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逐步扩大试点作物和

试点范围。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到 2020 年耕地土壤有机

质含量提高 0.2 个百分点,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市政府在 《创建全国绿色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市实施方

案》的重点工程中指出：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工程，制定有机

肥替代化肥的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开展有机肥物化补贴，

逐步扩大试点作物和试点范围。推广堆肥还田、秸秆还田、种

植绿肥、沼渣沼液还田、自然生草等土壤培肥方式，增加土壤

有机质，提升耕地地力等级。

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工程”，就是要首先通过对土壤的

全面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实施耕地土壤质量提升的技术路

径，重点实施“改、培、保、控”四字要领。“改”：就是改良土壤。

针对耕地土壤障碍因素，治理水土侵蚀，改良酸化、盐渍化土

壤，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改进耕作方式。“培”：就是培肥地力。

通过增施经处理和腐熟的农家肥或有机肥，实施秸秆还田，

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平衡土壤养分，通

过粮豆轮作套作、固氮肥田，实现用地与养地结合，持续提升

土壤肥力。“保”：就是保水保肥。通过深层松耕，打破犁底层，

加深耕作层，推广保护性耕作，改善耕地理化性状，增强耕地

保水保肥能力。“控”：就是控污修复。控施化肥农药，减少不

合理投入数量，阻控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控制农膜残留。

因此，根据检测结果，集成增施经处理和腐熟的农家肥

或有机肥、推广秸秆还田、酸化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等培肥

改土技术，多措并举改良土壤，协调土壤理化性状，改善土壤

缓冲性能，防控农田生态环境污染，提高耕地持续生产能力，

促进作物健康高产稳产。具体来讲，要实施八个方面的提升

工程：

一是杜绝投入除草剂。近些年来运用除草剂除草，在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方便了农民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在喷施除草剂过程中，漂浮于空气中污染了空气，导致

自然植被遭到破坏，良莠不分地杀死大量害虫天敌，导致害

虫抗药性的增强；同时对后茬轮作作物产生毒害，降低农作

物产品的营养成分含量，导致粮食中所含的某一营养成分缺

失，人食后不能获得应有的营养；食用喷施除草剂所产的农

产品后，会在人体内蓄积，有害于人的脏器功能，破坏神经系

统的正常功能，干扰人体内激素的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慢

性危害会降低人体免疫力，致使其它疾病的发生甚至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全世界每年有

100 多万人除草剂中毒，其中 10 万人死亡。我国每年除草剂

中毒事故达近百万人次，死亡约 2 万多人。据新浪财经 - 自

媒体综合 2018 年 8 月 13 日报道：美国法院认定除草剂致癌，

孟山都被判处 2.89 亿美元赔偿。在美国，有 5000 多起类似案

例在等待司法程序。

二是尽量杜绝施入化肥，停止和缓解化肥对土壤的酸化

和贫瘠，使得土壤肥力结构不被破坏、板结和污染。

三是增加有机质的施入量。有机质是土壤活力的核心。

土壤有机质是指存在于土壤中的所含碳的有机物质，包括诸

如秸秆还田等各种动植物的残体、微生物体及其会分解和合

成的各种有机质。它对土壤的形成、肥力的增加、环境的保护

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机质在改善土壤物理性质中最主要、最直接的作用是

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团粒状结构的形成，从而增加土壤的疏

松性，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

土壤有机质是土 壤 微生 物

生命活动所需养分和能量的主要

来源。没有它就不会有土壤中所

有的生物化学过程。土壤中的蚯

蚓等动物也以有机质为食物和能

量来源; 有机质能改善土壤物理

环境，增加疏松程度和提高通透

性，从而为土壤动物的活动提供

良好的条件，而土壤中的动物本

身又加速了对有机质的分解，进

一步改善土壤通透性，为土壤微

生物和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条件。

土壤有机质具有 巨 大的 保

肥能力。腐殖酸本身是一种弱酸，

腐 殖 酸 和 其 盐 类 可 构 成 缓 冲 体

系，缓冲土壤溶液中 H+ 浓度变

化，使土壤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

更重要的是腐殖质是一种胶体，

具有较强的吸附性能和较高的阳离子代换能力，因此，使土

壤具有较强的缓冲性能。

有机质具有活化磷的作用，土壤中的磷常以迟效态和缓

效态存在，因此土壤中磷的有效性低。土壤有机质具有与难

溶性的磷反应的特性，可增加磷的溶解度，从而提高土壤中

磷的有效性和磷肥的利用率。此外，土壤腐殖酸是一类生理

活性物质，它能加速种子萌发，增强根系活力，促进植物生

长。

土壤有机质是为作物生长发育提供养分的仓库。它是土

壤养分中的大家族。还是判断土壤肥瘦标准的重要指标之

一。所以，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地位和数量，一定要保持一个相

对的稳定数。一般旱地为 0.5%-3.0%，土壤有机质在消长过

程中，土壤肥力也相应地随着不断改变。

有机质是土壤中各种生物的碳源和能源。丰富的有机质

自然形成庞大的食物网，构建健康的生态系统，这个庞大的

生态系统是土壤活力的来源，从养分转化直到病虫害控制，

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给土壤增加有机质能源的主要农业技术措施之一是秸

秆还田，秸秆还田能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加土壤孔隙度，协调土壤中的水肥气热，为土壤微生物

活动创造良好环境，有利于有机质分解、软化、改善土壤理化

性状。

增加土壤有机质的过程，就是一个养地的过程。种地就

必须养地，因为种地是消耗养分的过程，也即消耗土壤有机

质的过程，产量越高消耗的有机质也就越多。只有通过养地

技术，才能使土壤中的养分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线，才能保

持土壤肥力不会下降。

四是增加经处理和腐熟的农家肥或有机肥的施入量。不

仅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养分，而且具有改善土壤物理性状，增

强通透性和保水性的作用，又为微生物的活动提供食物和能

量。腐殖酸及腐殖酸类肥料，能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理化

性能，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刺激作物根系生长发育，

提高吸水能力，降低叶片水分蒸腾和损耗，增强作物抗御不

良环境的能力，提高水分和养分的利用率。尤其是人粪尿，它

来源于食物，营养成分高而全，是土壤与产品内在的全成分

的循环营养成分，不仅肥效高，而且肥效持久。

五是深松和联合整地，科学适度深耕有利于保护土壤耕

作层结构不被破坏和作物根系生长。

土地长期运用旋耕和垄作耕法后，在耕作层与心土层之

间形成坚硬的、封闭式的犁底层。它阻碍了耕层和心土层之

间水、肥、气、热梯度的连通性。深松整地能够打破犁底层，改

善耕层构造，协调土壤中水、肥、气、热 4 个重要因素之间的

关系，并为微生物大量活动创造条件。打破犁底层，根系可以

扩大分布范围，广泛吸收营养，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六是进行保护性耕作，采取机械深松、免耕或作物秸秆

残茬覆盖地表的方式耕作。用秸秆盖土、根茬固土，可以保护

土壤，减少风蚀和水分无效蒸发，提高天然降雨利用率，有效

防治水土流失，增加土壤含水量，提高土壤肥力 。

七是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土壤化验依据，合理

施用有机活化营养套餐肥料，这样土壤不仅不会板结，而且

会增加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在增加肥力的同时增加

透水透气性，进一步提高土壤质量。

八是推广坡地集土垅作等栽培技术，减少暴雨导致的水

土流失。

五、耕地土壤提升的健康营养标准

提升耕地土壤质量，就是要建设标准的健康营养土壤，

是土壤在生态系统边界内行使维持生物生产力、改善环境质

量和促进植物和动物健康机能的能力。土壤会随着利用和管

理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为了维持土壤健康，需要不断克

服土壤及其生态环境的不利因素，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壤

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壤的自然优势，消除土壤利用的障

碍因素和保持土壤生态功能的多样性。

健康的土壤是一个活性的、动态的生态系统，富含大大

小小的有机体，他们扮演着众多至关重要的功能，诸如，将死

亡的、衰败的物质及矿物质转换成植物所需的养分 （养分循

环）；控制植物病害、昆虫和田间害虫，通过积极影响土壤保

湿能力及肥力来改善土壤结构，并最终提升作物产量。健康

土壤也能通过维持或增加碳含量，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

响。

健康营养的土壤中，固体占 50%，空气和水分各占 25%。

固体中矿物部分占 45%，余下 5%的有机质中，各种活动的生

物有机质占 10%，根系有机质占 10%，已经转化为稳定的高分

子的“死的”有机质占 80%左右。在这些组分中，能够影响土

壤健康、人类能调节的土壤部分自然是有机质，有机质是土

壤活力的核心。归结于形成秸秆还田、健康营养肥料的施入

和轮作倒茬等精细化的土壤营养补给的养护和管理的长效机

制。

六、健康营养土壤与人的健康生活

土壤为作物根系提供固定场所，容纳植物生长所需的水

分，提供维系生命的营养物质。同时，土壤是蚯蚓、蚂蚁和大

量微生物的家园，它们通过自身代谢，完成土壤中一系列生

物化学转化过程；地球表面物种的多样性以及人类居住的各

种生存环境表明：土壤这层地球表面的皮肤的确丰富多彩，

她不但为植物与动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人类提供良

好的食物来源和良好的生活环境，而这层皮肤的健康决定着

人类的生存和健康状态。

“土壤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源”。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

兴国安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消耗的 80％的热量、

75%以上的蛋白质及大部分的纤维，都是直接来源于土壤。

有机农业创始人英国学者霍华特说“没有良好的土壤，

就没有人类强健的身体。”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英国的舒马赫

则更加明确地说：“土壤是物质资源中最重要的一项，从一个

社会的土地利用上，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推测到这个社会的未

来。”

有机旱作农业“耕地质量提升”工程技术体系的实施，

旨在有机品质产品的持续充分产出、农业和生态环境的持续

提升，这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和“美丽乡村”目标的

实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都具有重大的基础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七绝

春 趣
（新韵十三支）

文 / 陈保柱

春风得意酝花时，
小径幽香路放诗。
碧映青松霜映叶，

金珠挂柳绿烟枝。

七律

初 春

文 / 魏俊山

夕阳无力暮寒轻，
冰染余晖泽半明。

渺渺黄云苍岭接，

寥寥鸦穴老枝横。
初登野墅怀新绪，
伫目楼台念旧情。
鸿雁不来栖弱草，

谁将春信寄边城。

七绝

春（新韵）

文 / 陈保柱

柔风伴我赋诗吟，

搅碎冰封映月痕。
许待山川春雨后，

桃花树下悦游人。

七绝

己亥惊蛰（新韵）

文 / 陈保柱

嫩柳抽芽燕剪风，
花开桃李响雷声。
蝶飞蜂舞蛰虫动，

万物讴歌颂水城。

七绝

春染西湖（新韵）

文 / 陈保柱

一湖碧玉渐消融，

睡柳枯枝褪旧容。
唯有新芽知野意，
先抛翠绿向春风。

七言

春来沁州境

文 / 闫国平

春风掠过沁州境，
忽觉不与往常同。

和煦阳光暖大地，

鸟雀飞鸣冰消融。

赞《沁中文艺》
微刊二首

文 / 郭淼

其一

艺苑新风肯拓荒，
兼容并蓄百花香。
依托微信公众号，

主旨鲜明魅力彰。

其二
队伍精良业务强，

逢周出版有弛张。

沁州诗社专栏展，
更为文坛添亮光。

七言

年高更要求新知

文 / 闫国平

古云人老不学艺，
当今学风正浓时。
无知无术必淘汰，

年高更要求新知。

七绝

初春西湖夕照
(平水韵)

文 / 王彦军

远山如染黛，
暮色笼苍穹。
暖日蒙春晕，

湖冰一昼融。

七言

己亥天鹅降水城

文 / 廉洁

白鸟天涯觅良踪，
春来呼朋客水城。

雪羽曼舞无双韵，

金嗓高歌自来神。
笔峰山下存仙迹，
西子湖中无烟尘。
暂借宝地濯好梦，

振翅高飞笑鲲鹏。

七绝

幽谷早春

史国胜

坡上春风逗古松，

崖根顽硬笑冰峰。
草茎任性逍遥处，

山霭苍茫隐卧龙。

七绝

山村晚行

史国胜

小河婉转绕村游，
悠逸牛铃岁月柔。
落地锦鸡邀远客，

斜晖脉脉照东楼。

绝句

北海初春

李旭锦

残雪留痕藏春韵，

薄冰返黛映天光。
登临远眺填胸臆，
始得丹青妙笔香。

绝句

圪芦湖别墅怀古

李旭锦

圪芦湖畔落夕沉，
别墅楼台映旧痕。

当年热闹随风逝，

告竣无缘叹后人。

生日感怀二首

牛庆宏

其一

辛劳终日忘生辰，
老母八旬犹记心。
试问营营逐利客，

萦床侍奉几何人？

其二
不肖孩儿愧母恩，

劳劳缧绁不由人。

苍苍两鬓稀疏发，
何日赢得自在身？

醉花阴 瘦西湖即景

文 / 魏俊山

败草残茅摇十里，

陌上春风起。
衰柳渐丝柔，

黄嫩初萌，枝上新芽细。

白冰始化成春水，
打湿枯芦苇。
落日泻空潭，
驱尽疏离，

青荇河中翠。

沁州诗社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