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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 新举措 新模式 新成果

测土配方：北京“配”出新天地
■ 齐 悦

近日，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暨中国

大企业高峰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本次

会议的主题是“做强做优：世界经济变局下

大企业可持续发展”。 来自中央与吉林省

政府的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代表、专

家学者和新闻单位代表共 1000 余人参加会

议，人民电器集团总经理叶玉森应邀出席了

发布会。

在大会发布的榜单上，人民电器集团

以 2657124 万元的营业收入位居中国企业

500 强 第 343 位，中 国 制 造 业 500 强 第 177

位。这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 连 续 第 11 次 向 社 会 发 布 中 国 企 业 500

强 名 单 ，也 是 人 民 电 器 第 十 次 入 榜 。 面

对国内外市场形势，集团董事长郑元豹领

导的人民电器秉承“以人取胜、以面取胜、

以 量 取 胜”的 战 略 思 想，坚 持 成 本 控 制 与

资 源 整 合，努 力 促 进 品 牌 的 再 升 级，企 业

排名稳步提升，充分体现了人民电器卓越

的管理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发

展动力。

据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介绍，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44.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3.6%，但收入利

润率为 4.7%，比上年下降了 1.07 个百分点；

资产利润率为 1.6%，比上年下降了 0.32 个

百分点。这说明在复杂经济形势下，这些企

业的营业收入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水平，但

盈利水平并未实现同步增长。

（齐 悦 毛国兵）

深发红木家具品牌有着三十多年的历

史，为消费者耳熟能详；深发红木家具质量

有着工序繁多的检测，让消费者信赖无疑。

之所以说深发是身边的红木专家，是因

为深发的每一件产品除去在生产工序上接

受行家的质检，还要由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北

京市质监所的专家们进行六项专业检验、检

测，经过专家和行家的重重鉴定，想不成为

专家都愧对专家们的辛劳。

正值房地产的金九银十，又恰逢中秋国

庆双节将临，正是人们乔迁新居、装饰家居

和新人喜结良缘之际，就让红木喜爱者像新

人择偶般看看下面几条精选红木的条件吧。

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北京市质监所的专家

们对每件深发红木产品的检验、检测：

1.专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所锯木样的光

学切片；

2.借助高科技仪器，专家分析树种情况；

3.专家制件木材要片；

4.技术人员分析数据；

5.木材所教授们对所检家俱进行随机

取样；

6.木材所资深专家为深发红木所售产

品先行鉴定。

“勇闯六关”的红木产品最终获取一枚

品质鉴定的可配戴标志。

能获取品质鉴定的深发红木家具来自

于三十多年的“家庭背景”，深发红木家具为

香港深发家私公司红木家具品牌，创办于

1980 年，是中国最早的红木家具制造企业

之一。其生产基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

新区观澜街道，旗下有深发工艺家私（深圳）

有限公司、深圳市深隆行实业有限公司、深

圳市深发轩木家私制品有限公司，总占地面

积 18 万 多 平 方 米，拥 有 生 产 员 工 1000 余

人。公司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大型家具生产企业。

“深发”本着“以人为本、以质量求生存、以

顾客为上帝”的宗旨，和“科学管理、持续改进、

塑造精品”的质量方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红

木家具千年文化古韵，深受顾客一致好评。

“深发”红木家具，采用黄花梨、紫檀、黑

檀、酸枝、花梨等名贵木材加工而成，其产品

涉及家居、办公、酒店、休闲等多个系列及上

千种款式，有力地保证了不同类型的顾客的

需求，亦是家居、收藏极品。

30 多年来公司秉承“追求卓越，永不停

步”的企业精神，将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制作

与现代工艺相结合，塑造精品、打造“深发”

红木品牌。至今公司已获得 30 多项专利，

在国际性的大型展会中多次荣获金奖，并在

同行业中率先分别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2010 年 9 月被全国工商联红木家具专业

委员会评定为“中国红木家具行业30强企业”，

2010 年 5 月公司董事长张祝林先生荣任政协

深圳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荣获中国红木家

具行业“风云人物”称号。

2011 年 3 月，在中国第七届红木古典家

具展中，公司产品分别荣获“红木家具最具

艺术收藏价值设计金奖”、“红木家具创意设

计金奖”和“红木家具传统工艺金奖”等奖

项，2011 年 5 月，在第七届中国（深圳）文博

会“中国红木家具文化节”上，公司“小叶子

檀万历柜”荣获特别金奖。

2011年9月在全国工商联红木专业委员会

“质量-诚信”活动中，公司被评定为中国红木家

具行业“十大示范品牌”和“十佳售后服务企业”，

同期在第26届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上，公司

产品“山水大围屏”荣获中式古典家具系列“最佳

工艺奖”。同年，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2012 年 5 月，在第八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公司“花鸟争艳”书

桌荣获“特别金奖”，并荣获 2012 年度深圳市

民最喜欢的十大工艺品品牌。

悉数了深发红木家具所具备的硬性条

件和“家庭背景”，保质保真是毋庸质疑了，

心动的您赶快行动吧，深发各门店备有多款

新品，还有不同形式的节日促销活动，选择

身边的红木专家，让红木“真正恒永久，代

代永相传”。 （齐 悦）

原理简单：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

元素，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

供应，满足作物的需要；同时提高肥料利用

率，减少化肥用量，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

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的目的。

实施难点：农民并不知道土壤里的养分

有什么、有多少，作物缺什么、缺多少；卖肥

的商家和用肥的农民都没有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而技术推广部门又不生产肥料。

数字北京：北京实施测土配方工程以来，

至2011年累计推广2222.77万亩，增产农作物

9.78 亿公斤，为农民增收节支 18.08 亿元。实

际上，北京测土配方的成果远不止于此。

奇迹北京：北京是我国较早开始测土配

方施肥试点的地方，不到 3 年就在全市主要

作物生产上实现了全覆盖。农业技术推广

专家说：“创造了农业技术推广史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得益于农业部门创新了一套适

合北京实际的推广模式，更得益于行政推

动、政策引导、财力支持“三措”并举。

——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

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土地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

职责。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资源总量丰富，

但是中国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小，而且各类

土地所占的比例不尽合理，主要是耕地、林

地少，难利用土地多，后备土地资源不足，特

别是人与耕地的矛盾尤为突出。

保护耕地更要合理利用耕地也成为我

国发展中的当务之急，测土配方技术的应

用，为充分利用耕地带来了福音。测土配方

技术的推广，不仅增产增收效果显著，还有

效提高了肥力和品质，谱写了农业发展史上

可喜可贺的篇章。

在这篇力作当中“奇迹”更为震撼，农业

技术推广专家说：“北京在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中创造了农业技术推广史的奇迹”。

带着对“奇迹”创造者的敬仰和对“奇迹”的

探知欲，笔者走访了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

赵永志，身为“奇迹”创造者之一的赵站长将

告诉我们“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赵站长介绍说：“测土配方施肥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

元素，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

供应，满足作物的需要；同时提高肥料利用

率，减少化肥用量，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

善 农 产 品 品 质、节 省 劳 力、节 支 增 收 的 目

的。但问题是农民并不知道土壤里的养分

有什么、有多少，作物缺什么、缺多少。”

2006 年，北京实施测土配方工程，不到

3 年在主要作物生产上全覆盖。至 2011 年，

累 计 推 广 面 积 2222.77 万 亩 ，增 产 农 作 物

9.78 亿公斤，为农民增收节支 18.08 亿元。

实际上，北京配来的效益远非如此。

北京耕地资源有限、并且日益减少，如

何测土配方功能，将其延伸至都市型现代农

业领域，是测土配方在北京面临的新课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测土配方在北京配来

了“配方樱桃”、“配方草莓”等优质的高端农

产品，在北运河面源污染治理、在低碳农业

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的专家说，北京“配来”了测土配方的

奇迹。

新思路：“把脉问诊”、“对症开

方”、“按方产肥”三者合一，将测土配

方物化到一袋子肥料内

杜新是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的种

粮大户，早就把承包的 800 亩粮田种成远近

闻名的高产田。小麦单产上世纪末就达到

400 公斤，在小麦产区北部边缘地带是很难

达到的。杜新也把增加肥料投入量作为提高

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后来，增产效果不明显

了，还经常出现倒伏减产的年份。这是肥料

投入过量致使小麦生长过旺的典型表现。

2009 年，适逢北京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他把土肥专家请到田间地头，为土壤“把

脉问诊”。专家通过土样抽检发现，这片地

施肥存在重施氮肥、乱用磷肥、忽视钾肥的

问题，致使土壤中氮、磷、钾含量比例失衡。

专家为杜新开出了“药方”：改变传统施肥方

法，改施氮、磷、钾含量比例为 15％、20％、

10％的小麦专用配方肥。从此，这片 800 亩

的小麦亩产量逐年增加，今年达到 550 公

斤，比过去增加了 150 多公斤。让他意外的

是，每亩用肥量却比以前少用了 15 公斤多。

为了全覆盖掌握京郊耕地质量和土壤

肥力状况，北京市土肥站共采集土壤样品 5

万个，化验 37.8 万项次，获得 600 多万个数

据，同时与北京第二次土壤普查和 30 多年

京郊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所获得的大量

数据进行整合，建成迄今为止的京郊最大的

土壤数据库，将全市的土壤资源、耕地质量、

土壤养分状况以及耕地土壤的生产力、承载

能力及肥料施用效益收录在内；并制定出粮

食、蔬菜、果树等主要作物施肥指标体系，以

及不同地区主要农作物基、追肥专用配方。

为了便于农民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北京市土肥站还开发出测土配方施肥信息管

理与专家推荐系统，农民登陆该系统后，只要

将自家地块土壤养分含量、种植作物相关信

息输入专家系统的表格内，然后按计算机提

示点击按钮就可以得到相应作物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的信息，整个过程不足 1 分钟。

农民使用配方肥料，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落脚点和关键点，也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能否取得最大效益的关键。赵永志介绍

说，但卖肥的商家和用肥的农民都没有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而技术推广部门又不生产肥

料。这种肥料与技术相互分离的状态，成为

制约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

为此，北京将“对症开出”的专用肥配方交付

到肥料企业“按方”生产，从而将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物化到肥料之中，使农民在施用肥料

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落

到地里”。

新举措：行政推动、政策引导、财

力支持“三措”并举，三年北京测土配

方施肥主要作物全覆盖

北京是我国较早开始测土配方施肥试

点的地方，不到 3 年就在全市主要作物生产

上实现了全覆盖。“简直创造了农业技术推

广史的奇迹”，农业技术推广专家如是说。

除了农业部门创新了一套适合北京实

际的推广模式之外，能够创造这一农业技术

推广奇迹，可以用行政推动、政策引导、财力

支持“三措”并举加以概括。赵永志说。

2005 年，北京市就按照农业部要求做了

积极筹备，2006 年项目正式启动并被列入市

政府折子工程，2007 年被列为市人大督办实

事。2006 年以来，农业部和北京市政府先后

投入测土配方施肥工程 7200 余万元。每吨

补贴额从 2007 年的 200 元，自 2010 年开始增

加到 1000 元。累计受惠农户 11.9 万户，涉及

45 个乡镇 220 个村。2009 年实施《北京现代

农业基础建设和综合开发规划》工程后，加上

有机肥两项补贴总资金更是超过了 10 亿元。

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投入，北京市政府

算得不仅仅是经济帐，更重要的是“社会和

生态账”。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 年京郊氮磷钾用

量达到 14 万吨（纯养分，下同），约合每亩 39

公 斤，远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测 算 表 明，

2005 年北京大田作物氮肥的利用率为 20%~

30%，磷 肥 为 10% ~15%，钾 肥 为 30% ~40%。

未被作物吸收利用的肥料，有的存于土壤之

中；有的随降雨、灌溉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

形成面源污染；还有的挥发到大气之中造成

空气污染。

据研究，农业每减少 1 公斤化肥投入，相

当于减排 3.69 公斤。试验数据和生产实际表

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比传统施肥方式的肥

料利用率平均提高了 8.8~10.2 个百分点。北

京 6 年来累计节省化肥 6.43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23.73 万吨。可以说，测土配方有效

地减少了化肥投入，减少了对土壤和水造成

污染的潜在风险，是解决农业生产既要增产、

又要保护环境这一“两难”问题的有效措施之

一，推动了北京农业低碳化发展。

新模式：推广主导、企业参与、流通

配送“三方”合作，编制农技推广服务新

网络，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尽管小麦即将开始播种，但杜新还是像

平常一样那么坦然，不为 800 亩的 2.8 万吨

小麦专用肥担心，因为小麦播种前连锁店就

会把肥料送到地头。

“企业能够按配方生产配方肥，并不等

于农民能够用上配方肥。”赵永志说。

为让农民能够用上与自家耕地所缺养

分相匹配的配方肥，北京土肥站通过创新土

肥技术推广服务方式，总结形成了适合京郊

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的一条

龙式、农企结合式、连锁配送式、农资加盟式

和科技入户式等五种技术推广服务模式，通

过这些“物化技术物流网”将有形的肥料和

无形的技术融合在一起送到农民手中。

在配方肥生产和配送过程中，市土肥

站制定配方肥生产标准，通过招标选定企

业生产；区县土肥站从中标企业选定本区

县配方肥生产企业；被选定的肥料生产企

业按照区县土肥站提供的配方肥标准、数

量和品种进行生产，并将配方肥配送到区

县总店；总店根据分店所需数量和品种，将

配方肥配送到分店；分店根据农户需求数

量和品种配送到户，同时负责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的指导和宣传，了解农民的需求等

工作。实践表明，物化技术物流网的建立，

不 仅 将 配 方 技 术 与 肥 料 生 产 有 机 结 合 起

来，农民还可以坐等家中获得与自己需求

相一致的配方肥和施肥技术。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为了让农

民掌握和了解测土配方技术和效果，科技人

员进村入户，采取培训班、田间学校、现场观

摩、科普赶集等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面对

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提高示范户的科学

施肥水平和综合素质，培养能掌握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的农民土专家，带动更多农户。

新成果：拓展功能、扩大范围、延

伸领域，让北京城市更加美好

据赵永志介绍，通过对测土配方功能的

拓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领域的延伸，配出

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按照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要求，经过

农业结构调整，北京已形成大兴西瓜、平谷

大桃、昌平苹果等优势特色产业，并打造出

新的特色产业，如昌平草莓、通州樱桃等。

但受传统肥料的制约，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并

没有随之提高，特别是在“粪大水勤”施肥观

念的影响下，肥料连年大量投入，还出现了

品质下降的现象。为此，北京通过对测土配

方功能的拓展，将其功能延伸到发展都市型

现代农业领域。

昌平区兴寿镇的冯文伟从 2005 年起经

营草莓采摘园，可草莓口味总是酸不溜丢

的，采摘的人很少。2011 年，他把土肥专家

请进温室，专家通过抽取土样检测发现，温

室内的土壤养分氮元素多、钾元素偏少，导

致草莓口感变酸，并为他开出了调节草莓口

感的专用配方肥，从而生产出偏酸、偏甜、酸

甜适中 3 种口味的草莓，游客可根据不同口

味需求进行采摘，深受欢迎，效益增加了 3

成，每亩收入 10 多万元。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端

农产品的需求，北京通过测土配方“配出”了

“配方樱桃”、“配方金桃”、“配方苹果”、“配

方大桃”等优质高端农产品。

被称为京郊樱桃采摘“第一枝”的通州

区西集镇沙古堆村“红樱桃园艺园”，曾是一

片沙荒之地，连草也很难生长。在土肥专家

的指导下，根据樱桃养分需求规律，在采取

厚施有机肥、补充微量元素的同时，实行测

土配方水肥一体化和反季节栽培技术，使樱

桃采摘期提前至 4 月中旬，樱桃硕大端正，

口感香甜，味道纯正。采摘价格平均到每个

果实 6 元多，仍是供不应求。五一的 3 天，12

亩采摘收入近 40 万元，累计采摘收入 150 万

余元。

北运河流域面积占北京总面积的27%，推

广“测土配方、低碳减排”治理技术累计 240 万

亩，在确保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化肥

利用率提高了 3 至 5 个百分点，平均每亩减少

化肥投入 2 公斤，累计减少化肥投入 4800 吨，

减排 1.77万吨。“测土配方、低碳减排”，已成为

“还清北运河”的主要技术之一。

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

一个重大决策。为北京提供优良生态、优

美景观、优势产业、优质产品是北京都市型

现代农业的目标。“在耕地资源有限、并且

日益减少的现实下，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

变传统农业的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高

污染、高风险、低效率的发展方式。赵永志

说，应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

路。今后，测土配方会在这一领域里大显

身手。笔者也预祝农业技术推广的专家们

创造出更多的奇迹，续写农业史上更多辉

煌的篇章。

（感谢北京市土肥站党支部副书记高启

臣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深发：身边的红木专家 人民电器第十次
上榜“中国500强企业”

北京居然之家北四环店北京居然之家北四环店

“民众眼科杯”2012世界城市小姐（Miss World City）中国大赛火热进行中……
传播美丽、公益和独特的城市文化,树立时代新城市、新女性形象，让美更有意义，让爱更有价值。

北京西四环营慧寺店北京西四环营慧寺店 北京居然之家丽泽店北京居然之家丽泽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