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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中小微企业日”。为了增进社

会各界对中小企业工作的了解和支持，营造全社会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提升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全县

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一、全县中小企业现状
我县中小企业主要以焦炭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建筑建材

业、批发零售业为主，截止 2018 年底，全县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个

数 2883 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5 个，小型企业 37 个，微型企业

681 个，个体工商户 2160 个。全县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营业收入完

成 409897 万元，增加值完成 100927 万元，上交税金 6088 万元，

从业人数 15647 人。

（一）、规上企业 5 个，其中 1 个属焦化行业，4 个农产品加

工企业，分别为：

1、山西襄矿集团华安焦化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底，生产

焦炭 73.94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29040 万元，增加值完成 15870

万元，上交税金 1478 万元，从业人员 568 人。

2、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底加工小

米 2655 吨，完成营业收入 5443 万元，增加值完成 1550 万元，上

交税金 266 万元，从业人数 308 人。

3、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谷之爱食品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底加工米粉 419 吨，完成营业收入 2240 万元，增加值完成 627

万，上交税金 176 万元，从业人数 150 人。

4、潞宝金和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18 年底加工肉

制品 19906 吨，完成营业收入 18030 万元，增加值 4127 万元，上

交税金 35 万元，从业人数 520 人。

5、长治市潞宝金和生饲料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底加工

饲料 39966 吨，完成营业收入 11044 万元，增加值 3043 万元，上

交税金 12 万元，从业人数 77 人。

（二）、小型企业 37 个，截止 2018 年底，完成营业收入

35523 万元，增加值完成 10732 万元，上交税金 780 万元，从业人

员 1904 人。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9 个、新能源新材料企业 1

个、建筑材料企业 12 个、建筑企业 2 个、现代物流业 2 个、批发

零售业 11 个。

（三）、微型企业 681 个，截止 2018 年底，完成营业收入

69100 万元，增加值完成 21179 万元，上交税金 1216 万元，从业人

数 4854 人。其中，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上企业 30 个，完成营业

收入 12272 万元，增加值 4055 万元，上交税金 209 万元，从业人

员 705 人。

（四）、个体工商户 2160 户，截止 2018 年底，完成营业收入

139477 万元，增加值完成 43799 万元，上交税金 2125 万元，从业

人数 7266 人。

（五）、科技创新情况：我县中小企业目前有专精特新企业

3 个，分别为 2014 年被省中小企业局认证的山西沁州黄谷之爱

食品有限公司、山西同力电器有限公司，2016 年认证的山西沁

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有企业技术中心 1 个，即 2014 年山西

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经省中小企业局、省财政厅

认证为省级中小企业技术中心。

（六）、创业基地建设情况：山西沁州黄农业园区（山西沁

州黄农业经济开发区）小企业创业基地于 2012 年经省中小企业

局认证为全省首批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二 、具体工作措施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作了重要讲话，省、市相继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

意见和配套措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学习，全面

贯彻落实。具体情况为：

1、成立了工作机构，提供了组织保障。县委、县政府成立

了沁县支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

记、县长亲自任组长，分管县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

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中小企

业民营经济工作的协调指导。

2、加大了县级领导干部帮扶中小企业工作力度。县委、

县政府制定了县级领导干部帮扶中小企业工作方案和联系中

小企业工作机制，每个县级领导帮扶 1-2 个中小企业，每年走

访调研中小企业不少于 4 次。搭建了领导干部与中小企业联

系平台，宣讲国家扶持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帮助解决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目前县委书记、县政府县

长带头，县级领导干部深入所联系的中小企业进行了走访

调研，累计走访中小企业 42 个，撰写调 研报告 37 篇，解决

困难问题 45 个。

3、开展了干部入企服务。结合全省开展的“改革创新、奋

发有为”大讨论活动万名干部入企驻村服务工作，我县组织 27

名机关干部深入我县 5 个规上企业和 2 个“小升规”培育企业进

行入企服务，开展政策宣讲，现场协调指导，帮助解决困难问

题。截止目前已深入企业 56 人次，解决问题 16 个。

4、开展了“三项行动”，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一是开展

了“小升规”企业培育行动。今年新培育山西沁园春矿泉水有限

公司、山西襄矿集团恒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争取成为规上企业。二

是开展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行动，今年新培育山西惠而旺食

品有限公司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已上报省中小企业局

等待认证。三是开展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行动。邀请山西明曦集

团对我县中小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和融资上市培训。为沁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报了省级股份制改造奖励项目，

目前已进入公示阶段，可奖励资金 50 万元。

5、积极开展环境创优、创业创新、融资担保、人才培育、对

外开放、服务体系建设六大工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组织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潞宝金和生食品有限公司等重

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高级研修班，提

高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素质。二是推荐我县中小企业参加第十六

届中小企业广州博览会，加大我县中小企业开放力度。三是推荐

企业参加第二届全省中小企业服务对接活动，2019 年“创客中

国”山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四是开展了中小微企

业工程技术类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提升中小企业管理人

员素质。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我县中小企业虽然数量多，但规范运行的较少，规模也

都较小。从数量上缺乏铺天盖地的小企业，规模上缺乏顶天立地

的大企业。

2、我县中小企业管理滞后，科技含量低，产品单一且是低

端产品，本县还存在无序竞争，内耗严重。小米加工和混凝土加

工都是我县中小企业的重点产业，但目前存在单打独斗，形不成

集团化经营，对外缺乏竞争优势。

3、资金短缺。导致一些中小企业无法正常运营，一些项目

无法按时投产。如山西康禾农业有限公司和山西沁州黄醋业有

限公司都是具有先进设备的企业，但因流动资金不足生产都不

正常。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中老年米粉加工项目因资金短

缺无法按时投产。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1、营造舆论氛围，加大省市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政策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平台等新闻媒体，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市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

和配套措施（两个 30 条），学习中办、国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继续加大“三送一进”工作力度，深入企业

车间宣讲政策，让广大中小企业知晓政策、了解政策，从而享受

到政策带来的实惠。

2、出台优惠政策，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优环境。县委、

县政府将按照省、市出台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意见，尽快制定出

台符合我县实际，可以激发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县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协调配合，主动对接，靠前服

务，为中小企业排忧解难，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优环

境，促进我县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3、加快转型发展，开展科技创新，大力实施中小企业成长

工程。按照创办一批、成长一批、壮大一批的工作思路，努力培

育一批“小升规”、“规升巨”、“巨改股”、“股上市”企业和“专精

特新高”企业，提升我县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水平。

4、继续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中小企业服务力

度，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宣传、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科技创新、

融资担保、法律援助、创业辅导等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好我县

中小企业积极参加全省中小企业星火计划和“3 个 1”工程培

训。做好全县中小企业工程技术类初、中级技术职称申报评定

工作。

5、做好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扫黑除恶”信访维稳工作。配

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中小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和黑恶势力排查等

工作，及时上报有关情况，为全县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创环境强服务 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有机旱作农业实施的六大工程之首是提高

耕地质量，其根本所在是杜绝投入除草剂等化学

农药、降低化学肥料施用量进而杜绝化肥投入，强

化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腐熟农家肥、提高农技

农艺水平等投入和措施，建设高标准的健康营养

农田，为实现由化学型、数量型农业向质量型、品

牌型农业转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夯

实母体基础。

有机旱作农业实施的提高耕地质量工程具

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其缘由是：持续 40 多年的化

肥和农药的投入，一方面良莠不分地持续毒死土

壤中的微生物菌；一方面由于单纯依靠化肥，有机

质补充跟不上，土壤中有机质缺乏，致使新生成的

各种微生物菌无法生存繁衍，使得土壤无法保存

营养而导致板结贫瘠,营养不全，自然作物吸收营

养就贫乏、畸形而参差，还必然吸收化肥农药中的

毒素，所产产品的应有营养当然就不会全面而且

有化肥和农药的毒害残留，导致人食后身体得不

到应得的平衡营养，而具有一定的毒害，因而导致

身体不健康、生病等连锁反应。

自然农业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摒弃化肥、农

药，遵从对土壤道法自然的微生物菌群及有机物

质的投入，持续培肥土壤，为土壤中的微生物繁衍

和植物生长需求的自然本能创造适宜的条件，才

能形成健康营养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应有充足营

养成分和安全没有毒害的农产品，才能为人们的

身体健康提供应有营养而安全的食品。

说到当今对土壤的投入，即使我们不投入化

肥和农药，全部投入畜禽粪便和人粪尿，也是极其

不安全的。因为：目前畜禽的饲料里有添加剂和抗

生素，畜禽粪便自然有添加剂和抗生素，投入土壤

后，农产品里也自然有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残留成

分，是极其不安全的。所以，消除粪便里的添加剂

和抗生素残留成分，建成安全而健康的粪便是必

须的。只有这样，安全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安全的产

品，健康的土地才能生育健康的植物，营养的土壤

才能生长出营养的产品。

日本及国内不少地方实践表明：在畜禽粪便

中投入微生物酵素，通过它的“酶”的作用，能够对

畜禽粪便中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残留成分进行分解

和净化，达到畜禽粪便健康的目的。

对由于 40 多年持续投入农药和化肥，导致

含有毒素的土壤，微生物酵素的“酶”，同样具有净

化和丰富营养的功能。原理是：微生物酵素所含的

各种有益微生物菌，通过对投入土壤的秸秆、腐熟

农家肥、有机肥等有机养分的“酶”的分解，还原微

生物含量丰富、菌相平衡的健康土壤，使土壤恢复

正常状态，进而协助土壤的生态系统营养能量物

质的自然循环，使作物能有效吸收利用从而促进

和保障植物的各个阶段的健康生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第 67 号发出公告，

发 布 了 QB/T 5323-2018 植 物 酵 素 和 QB/T

5324-2018 酵素产品分类导则标准，规定了植物酵

素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标准以及酵素产品的术语和定

义、分类标准。公告指出：植物酵素标准适用于植

物酵素的生产、检验和销售。酵素产品分类导则标

准适用于酵素产品的生产、销售、教学及科研交

流。这两个标准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这就标志着：酵素将成为我国未来健康农

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现代农业上下游发展的

一个重要产业，它的标准化、规范化、市场化发展

趋势是被规划在国家层面的。

“酵素”, 是日本和台湾的叫法，在我国称为

“酶”。是酵素菌在维持生命活动过程中分泌的一

种酶和活性物质，主要包括脂肪分解酶、氧化还原

酶、糖化酶、纤维分解酶、蛋白质分解酶、尿素酶等

若干种酶。它由蛋白质构成、参与所有生命体的活

动,目前有数千种。

2016 年，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发布的《酵

素产品分类导则》标准中，按产品应用领域分为食

用酵素、环保酵素、日化酵素、饲用酵素和农用酵

素。 现就围绕农用酵素对提高耕地质量进行如

下表述：

一、农用酵素作用功能及其制作方法
农用酵素是由细菌、酵母菌和丝状真菌组成

的好氧有益微生物群，也叫酵素菌，含有 24 种有

益微生物。

酵素菌技术是由日本磐亚株式会社的微生

物专家岛本觉也发明的一种农用生物技术，从 80

年代应用于农业生产。在生物科技蓬勃发展的今

天，酵素先后被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推广。

2014 年全球酵素市场达到 45 亿美元的规模。

农用酵素，也即酵素菌，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酵素菌具有很强的好气发酵分解功能，

它既能分解各种作物秸杆、树皮、锯末等，又能分

解化肥、农药等化学有害物质残留及膨润土中的

矿物质，使之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可供植物利用的

有效成分，具体功能如下：

农用酵素中的 17 种氨基酸、33 种游离氨基

酸、12 种脂肪酸以及多种酶、生物刺激剂和其他营

养物质能使土壤养分更加丰富，又是有益菌的良

好培养基，作用于加速有益菌的繁殖。

农用酵素中的各种维生素、葡萄糖可直接被

植物吸收，保证植物生长。核酸、菌体蛋白被植物

吸收后，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和繁殖。

农用酵素在土壤中可形成有益微生物群体

优势，抑制有害微生物繁殖，可减少作物病虫害及

因有害微生物破坏导致作物的重茬病。

二是对土壤具有改良的作用

植物根系的生长需要呼吸，因此消耗土壤中

的氧气，农用酵素能使得土壤处于氧气充足的状

态，有利于土壤的通气性；植物生长需要足够的水

分，农用酵素的活性本能具有保持水分的功能；土

壤如遇雨水过多，含水量过大时，农用酵素能够及

时进行吸收后完成排泄，使得土壤排水状况良好；

农用酵素在土壤中已被分解为离子化的养分，易

被土壤吸附，具有保持肥力的功能，使其不易流

失；农用酵素的作用，适宜于植物生长需要适当的

PH 值和地温，同时具有保持适合数值的能力，有

利于有益微生物的生长。

健康营养的土壤是团粒结构的，呈多孔质、

膨松的状态，在具备如此的理化条件的基础上，植

物生长就具有了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

农用酵素的运用主要是酵素菌肥料，通常用

作基肥控制土壤的病虫害传播，克服作物重茬病，

生成大量腐殖质，改善土壤量化性状，增强土壤的

保水保肥能力，提高地温，促使作物早熟。

酵素菌肥料主要有秸杆堆肥、木屑堆肥和草

炭堆肥，制作酵素菌堆肥原料配比成分是：秸杆堆

肥的需秸杆 880 公斤，木屑堆肥的需木屑 500 公

斤，草炭堆肥的需草炭 880 公斤，在此基础上，3

种堆肥都要配足干鸡粪或者相关粪肥 100 公斤，

米糠 15 公斤，红糖 1 公斤，扩大菌 5 公斤和 60%

的水。

不论是制作秸杆堆肥，还是制作木屑堆肥和

草炭堆肥，制作的方法和步骤是：将备好的秸杆或

木屑、草炭处理成小于 10 至 20cm 的状态；往秸杆

或木屑、草炭上反复喷水，使秸杆或木屑、草炭含

水量达到 60%。在这种情况下，将备好的干鸡粪或

相关其他粪肥，均匀地撒在喷水后的物体上；再将

化开的红糖水和扩大菌、米糠混匀后洒在上述处

理后的物体上；多层堆积达到 1m 多高，再行翻拌，

然后堆成 1.5m 左右高的堆垛，拍实后用塑料布盖

好，以避免水份蒸发和阳光直射；夏季约需 2 至 3

天、冬季约需 4 至 7 天，待堆温升到 50℃以上，1

至 2 天后翻堆一次，如此翻 4 次后即成堆肥。待堆

肥温度缓慢下降后，将堆制成的肥料摊成 10 至

20cm 后阴干保存待用。投入耕地时，要在上午 9

点前或下午 5 点后，目的是避免太阳直射晒死菌

群，使用量每亩 2 至 4 立方米。

前几年，为了建设我县的有机农业，市委人

才工作领导组为我县创建了“三微生物有机农业

博士工作站”，我参与了微生物菌剂的研究、制作

和试验的实际操作，通过试验证明：酵素菌是健康

有机土壤的营养和生命，按照上述标准投入，加之

相关肥料，经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刘永忠及

县农业、统计部门相关专业人士测产，其产量比施

入化肥的同等地块、同等作物增产 22%左右。经过

国家有机检查员抽样，送北京谱尼测试中心检测

检验，其指标都达到了国家有机产品标准。只是由

于国家没有出台标准，没有资质进行批量化生产

和进入市场。

二、农用酵素和提高耕地质量及其农产品质
量的关系

在当今国家实施农业由产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全力建设现代农业、“健康中国”的新时代，酵

素菌这一产业对于有机旱作农业工程的提高耕地

质量这一基础能源，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人

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耕地质量需要健康营养土壤的各种要

素。

健康营养土壤的各种要素是植物根系易于

生长的、疏松的、具有丰富的团粒化结构、营养合

理而丰富的土壤；在这里根系生长所必须的水分、

空气和养分都能得到满足。换言之，健康的土壤就

是物理性、生物性和化学性都很好的土壤。要形成

物理性、生物性和化学性都很好的土壤，农用酵素

是内在的根本要素。

具体地讲，就是农用酵素的投入，能够形成

良好的土壤物理结构，能够促成土壤良好的排水

性、透气性、保水性、保肥性和吸热性，而且又作用

于为微生物的繁殖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丰富的、

多样化的微生物不断地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和矿

质颗粒，从而在与植物的互动中，一方面为植物生

长提供可利用的速效养分如小分子有机物、磷、

钾、钙、镁等，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土壤团粒化结构

的形成，使得土壤的物理结构趋于合理状态，形成

内在的良性循环。

健康营养的土壤是由腐殖质多的、优良的酵

素菌堆肥和多样化的微生物共同形成的，这是农

用酵素对于提高土壤质量，进而实现健康营养的

根本所在。

其次，含有充足的农用酵素土壤与植物和农

产品的关系。

“人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要吃各种

各样的食物用来保证营养供给，维持健康的生命。

植物也一样，“以土为天”“以活为先”，它们健康生

长的营养来源于土壤、空气、水和阳光。土壤、空气

和水提供植物生长的基本营养要素，如土壤中的

磷、钾、钙、镁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氮等，阳光则

是植物生长的动力，植物通过自身的合成能力，利

用光能将土壤和空气、水的营养要素合成为自身

的营养组成部分，形成了农作物，农作物自然生长

出农产品。而微生物贯穿在土壤和植物之间，进行

残余有机物的分解与利用。这些有机物除了部分

变成作物和产品的同时，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重

新变成植物生长的要素返还到空气、水和土壤中。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健康营养的土壤必然会生产

出优质的农产品，解决“食以安为先”营养丰富的

问题，

第三、建成健康营养土壤的途径

长期单纯施用化肥和不投入有机肥，导致化

肥良莠不分地持续毒死土壤中的微生物菌和土壤

中的有机质长期缺乏，致使新生成的各种微生物

无法生存繁衍，使得土壤无法保存营养而导致板

结贫瘠。

改变这一状况，就是要把“植物吸取走的来

自土壤的有机物，全部还给土壤，不赊不欠”。施入

农用酵素堆肥、安全农家肥、秸秆、沤肥、沼渣沼液

等各种有机肥等有机质，让土壤恢复和具有旺盛

的生命力，是解决土壤健康问题的途径。

这是因为：健康营养的土壤是由腐殖质多的

优良的堆肥和多样化的微生物共同形成的。因此，

要改良土壤，建成健康的土壤，首先要为土壤中的

动物和微生物建好“房子”、备足“食物”，保证它们

有房住，有饭吃，就是施入农用酵素，增加微生物

和有机质，改良土壤物理结构，这样，数千种的细

菌、真菌、原虫和线虫就形成了健康的土壤的生物

网，自然对植物有害的生物进行吞噬而消灭，从而

使得土壤生物性自然得到改善，进而改善化学性。

因为腐殖质的增加，土壤物理结构得到了改善，使

得土壤的保水、保肥和透气性得到了改善，促进了

作物根系生长和微生物的繁殖，其生物性和化学

性自然就得到了改良。

在健康营养的土壤里，作物的根系会很好的

生长，作物生长健壮，病虫害自然就少，因此会生

产出品质高的作物和产品来。这不仅能为生产者

带来利益，也自然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放心、营

养美味的食品”。

三、深化对土壤生物群的认识，提高杜绝施
用化肥和除草剂、杀虫剂的自觉性

生物群是土壤的生命，化肥和除草剂、杀虫

剂是毒害杀死生物的罪魁祸首。在当今人们单纯

投入化肥和除草剂、杀虫剂的惯性行为中，如何能

够提高杜绝施用化肥和除草剂、杀虫剂的自觉性?

这就有必要深化对土壤生物群的认识。

接近地表的土壤每公克，大约一小匙，居住

的生物群数量和它们的作用如下：

干旱土地的细菌有 100 万只左右。细菌会分

解容易腐化的糖类和蛋白质，把氮、磷、硫等养分

留在土壤里，而且对抗致病的生物。那些被细菌分

解后的碳有 60％变成二氧化碳，剩下的 40％大部

分留在细菌体内。分解后的残骸和细菌的排泄物

变成土壤里腐植质的一部分，比原先的有机质更

稳定，也是其它生物的食物。因此就要增施有益

菌，抑制有害菌，不用化肥毒害杀死它们，才能保

持土壤的松散透气和渗水吸热，提高营养水平。

150～500 公克的真菌菌丝会分解较难腐化

的有机质，像木屑、玉米杆等，把营养保存在菌丝

里，残骸和排泄物成为土壤里的腐植质，也可作其

它生物食用。

1 万到 10 万只的原虫，是单细胞生物，会移

动，猎食细菌，也彼此猎食。原虫所含氮素比细菌

少 5～10 倍，所以会排出含氮素的物质，是植物可

以直接吸收的养分。植物所需的氮肥有 40～80％

是由原虫排出的。

100 至 500 只有益的线虫猎食细菌、真菌和

其它线虫，线虫所需氮素更少，大约细菌的十至一

百分之一，真菌的五至五十分之一，所以吃完细菌

和真菌后就排出含氮物质，是植物可以直接吸收

的养分。

土壤里的小生物互相成为一个食物网，就如

地面上的食物网一样。但是地底下的食物网比地

面上的食物网更重要。土壤如果健康，就会有大量

的细菌、真菌、和吃食它们的其它生物。如果用了

化学肥料、除草剂、杀虫剂等等，把小生物都杀死

了，益虫对害虫的制衡受到破坏，害虫就有机会繁

衍增多，对土壤、作物、产品造成危害。

使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杀虫剂对土壤生物

的作用就像人体滥用抗生素一样，生物群不管对

植物和我们有害或有益，都会一起被杀死。

生长在使用杀虫剂破坏了生物网的土地上

的植物，会容易被害虫侵袭。如细菌、真菌、原虫、

线虫和节肢动物的数量太低，分解腐化的速度会

降低。没有生物群，土壤营养就无法保存，养分循环

也无法进行，导致营养流失，肥力降低，结构破坏。

维护健康营养的土壤生物群最好的方法，就

是定期补充有机质，数量要与生物群的数量配合。

要避免滥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如果土壤健康，而

且生物群比例是那块土地的植栽所需要的，就不

会发生病虫害。

在土壤里，细根分泌物大多是糖类和蛋白

质，有了这些营养加上植物根部生长时掉下来的

细菌碎片，土壤里的有益细菌和真菌就被吸引过

来定居繁衍起来。这个范围就在细根根丛的外围，

不到 0.3 公分厚，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起来像果冻，

生存着各式各样的生物：细菌，真菌，线虫，原虫，

以及更大的生物。这些生物都在此竞争抢食植物

根部分泌的糖类，蛋白质，水，和矿物质。

阳光、雨水、空气、土壤是植物生长需要的

光、水、气和营养的来源，只要坚持土壤的本来属

性和规律，进行科学地投入农用酵素和有机质还

田，不断地改良土壤，有机农业才能自在其中。所

以，我们应该从保护自己生命的角度去健康土壤，

营养土壤，保护土壤，珍惜土壤，实现有机旱作农

业提高耕地土壤质量的初衷，实现“质量农业”“健

康食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人们幸

福指数的梦想追求。

刘耀清

提高耕地质量的加速长效剂———农用酵素
奋力创建全国有机旱作特色农业示范县

沁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宋德平

（系列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