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宏俊，工笔画学会副主席、黄宾虹学

术研究会副会长、兰亭画院副院长，长期从

事中国工笔画创作，师承陆抑非、杜曼华教

授。擅长花鸟兼人物，亦偶作山水。其画取

法唐宋，富丽浓艳，清淡冲雅，又得元人冷峻

脱俗之气。

其作品《清韵》在文化部中国美术馆举办

的“当代中国工笔画大展”中获奖并收藏；《荷

塘清趣》、《梦入潇湘》获“喜迎澳门回归全国

册页大赛”金奖；多幅作品曾参加“海峡两岸

名人书画展”；《富贵长春》、《梅鹤同春》参展

台北“中国工笔画创作精英作品展”；《鹦鹉前

头不敢言》为日本村上美术馆收藏；2000 年

在南京展出，时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赵绪成

对他的绘画评价：“用色精到、色调高雅”。

作品曾在日本、台湾、南京、黄山、杭州、

义乌等地举办个展及联展。其作品有扇面、

圆形、斗方、竖式、条屏、横披、长卷等多种形

式。多为海内外名家及机构珍藏，并为众多

企 业 家 所 喜 爱 。 作 品 入 选《当 代 中 国 工 笔

画》、《中国画名家集珍》、《浙江国画百家》、

《杭州美术五十年》等大型画册。著有《詹宏

俊画集》及明信片专辑等。

清新、典雅、富丽、凝重、和谐是詹宏俊工

笔画的特点。观其作品，无论是意境的渲染，

还是氛围的营造，美妙和谐的统一，都给人一

种欢悦的艺术享受。 （齐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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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启臣

北运河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27%，是北京最重要

的排水河道，承担着流域内 90%的排水任务，也是北京市

遭受污染较为严重的河道。专家调研表明，流域范围内

每年向北运河排放的 COD 总量高达 9 万吨，其中，农业污

染源每年产生的COD约3.02万吨，占总产生量的34.6%。

2008 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北运河水系治理的建

议”作为常委会主任督办建议，2009 年，建议转成重点督

办议案。北运河流域又是京郊的农产品主要产区，在稳

定首都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的应急供应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最突出的矛

盾，就是面临的“两难”问题。

“产量依靠化肥催”的害处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果村的赵士生，站在日光温

室内看着茂盛的番茄。番茄秧已经窜到搭肩来高，秧上

盛开着粉红色的花朵，绿的、红的果实镶嵌在浓绿的叶

片之间。

让他高兴的是，自 2010 年应用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给出的种菜技术后，上、下两茬蔬菜

（芹菜、番茄）比以前每亩增产 4000 多公斤、少施化肥

290 多公斤。

赵士生说，按照“产量依靠化肥催”的方法种植蔬菜可

谓是立竿见影，芹菜每亩产量很快就达到 7500 多公斤，番

茄达到 5000多公斤。对于一个蔬菜新产区来说，是相当不

容易的。

此后，无论怎么增加化肥的使用量，蔬菜产量始终维

持在这个水平上，有的年份还要减产。他还发现了一个怪

现象：尽管有机肥用量没少，有的菜田土壤开始变得板结

了，蔬菜口味也大不如从前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单纯地过量

使用氮素化肥，导致营养过于单一。”土肥专家、北京市

土肥站站长赵永志介绍说，危害还远不止于此。研究表

明，化肥中的氮是速效养分，即使施用量再少，也不可能

全部被作物吸收利用，施用量越大，利用率越低。未被

作物吸收利用部分，有的存在土壤之中，有的随降雨、灌

溉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对水体产生污染，形成面源污

染；还有的挥发到大气之中，对大气产生污染。污染就

由此产生了，比如氮肥中的硝酸盐会转变为亚硝酸铵，

这是公认的致癌物；磷施过量，一方面会改变土壤的酸

碱平衡，另一方面磷的流失又会造成水的富营养化。

调查表明，北运河流域化肥用量每亩高达 33.33 公斤

（纯养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肥料利用率仅为 25%左

右，磷肥的利用率 10—15%，钾肥的利用率 30—40%；另

外，制造化肥的矿物原料及化工原料中，有的含有多种重

金属物质和其他有害成分，它们随施肥进入农田，造成土

壤污染，随着地表水流入河道，导致河道水体污染。

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

科技人员说的道理，给蔬菜施肥要“缺什么补什么、

缺多少施多少”，赵士生自然深有体会，而最能打动他的

是“产量并没有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有的年份还

要减产”。

对农民来说，获取更高的产量是必须的，但获取的方

法要变一变了。通州区农技推广站副站长金丽华介绍

说，按照治理方案要求科技人员来到果村，为菜田土壤

“把脉问诊”。通过土样抽检发现，果村施肥存在重施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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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果村开出了“药方”：改单一氮素化肥为

蔬菜专用配方肥，即针对果村菜田土壤养分含量情况确

定的氮、磷、钾含量比例为 18%、9%、18%的果村蔬菜专用

配方肥。

通州区农技推广站在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的过程中，在 20 万亩的示范区域内抽取了 3100 千多

个土壤样品，进行了 3.5 万项次的化验，最后根据各种植

园区和农户土壤情况及种植的作物，制定出不同作物专

用肥配方。金丽华说：“像赵士生所用的蔬菜专用配方

肥，上茬芹菜纯氮用量比以前减少六成多。施用钾肥，

可以提高蔬菜抗病虫害能力，改善蔬菜品质；特别是在

土壤缺钾的情况下施用，更能大幅度提高蔬菜产量，但

以前却基本不用。

“两难”课题是可以破解的

赵永志介绍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 41 个国家 18 年试

验示范所获得的 41 万个数据进行统计表明，化肥的增产

作用占到农作物产量的 40-60%，最高达到 67%。就我国

地少人多，耕地日趋减少的基本国情而言，化肥更显得尤

为重要，特别是在有机肥日趋减少的趋势下，化肥在农业

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化肥，是北运河流域的重要污染源。赵永志介绍说，

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最突出的矛盾，就是面临

的“两难”问题。何为“两难”，就是既要治理，又要保证农

业可持续发展。

化肥无害，错在人为。赵永志说，将化肥投入控制在

科学的范围内，是在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

中破解“两难”问题的关键；而农民使用配方肥料，则是破

解“两难”的难点和落脚点。

赵永志说，由于受“高投入高产出”生产方式的影响，

农民形成了“施肥越多产量越高”的传统施肥观念，肥料

投入量越来越多，既增加生产成本，还带来农产品安全和

农业面源污染等诸多隐患。

“农民自觉使用配方肥，是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工程能否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赵永志说，在治理工

程实施过程中，北京市土肥站通过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

体、技术培训、农民田间学校，以及大量的田间对比试验、

示范展示和现场会等多种形式，宣传和展示使用配方肥的

效果，让农民直观地感受到配方肥所带来的好处、传统施

肥方法的危害，推动改变农民的施肥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农民乐于使用配方肥，并不等于农民能够用上配方

肥”，赵永志说。

为了让农民能够用上与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工程要求相一致的配方肥，土肥系统通过创新土肥技术

推广服务方式，总结、形成了适合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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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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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土肥站根据治

理工程要求制定配方肥生产标准，通过招标选定企业生

产配方肥生产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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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使用配方肥的指导和宣传，了解农民的需求等工作。

推广配方肥，只是北运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

中应用的土肥综合治理技术之一。2009年以来，土肥系统

在北运河流域治理示范区域内，累计推广以有机肥、配方

肥、缓释肥、吊袋二氧化碳和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为

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理技术 388 万亩，化肥利用率提高 3 至 5

个百分点，累计节肥 8430 吨，增收节支 2.15 亿元。其中，

2014年 88.7万亩，节肥 1537吨，增收节支 5656万元。研究

表明，农业每减少1公斤化肥投入，相当于减排3.69公斤，北

运河流域推广土肥综合治理技术以来，共计减排3.11万吨。

治理评估表明，2013年北运河流域治理区域内土壤有

机质达到 21.1g/kg，比 2009 年提升 17.8%；碱解氮为 104.4.

mg/kg，比2009年降低5.78%；有效磷为86.9mg/kg，比2009

年提升9.3%；速效钾含量为185.8，比2009年提升22.2%。

（作者系北京市土肥站党支部副书记）

土肥技术治北运 农业两难得解决

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中中））在田间抽取土样在田间抽取土样

义乌女企业家联袂祝贺2015博鳌亚洲论坛隆重召开！

詹宏俊先生和他的部分作品

“2015 首届海上丝绸之路高峰论坛暨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交流峰会，将于 3 月

29 日在上海召开，本次活动将聚集全国和

国际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思想家、政治

家、商业领袖、文化学者，交流共享全球最

新政经资讯，共同探索解答建设海上丝绸

之路最重要的问题。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顺应大势

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承贯古今、连接中外、

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支持。

据论坛秘书长、承办方上海一布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的米英辉先生介绍，上海作为当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门户，是海丝和长江

经济带两大战略交汇点。为了更好地抓住

历史新机遇，发挥优势、整合资源，论坛将以

“新思路、新经济、新发展”为宗旨，整合上海

在全球经济中的枢纽价值，“打造海上丝绸

之路的上海新思路”。 （齐 悦）

今年三月初，国际茶叶委员会执行主席

马努扎。佩雷斯（Manuja Peiris）先生一行莅

临肖鸿茶业参观考察，与肖鸿茶业董事长肖

鸿再续茶缘，这是佩雷斯先生四年内三度到

访肖鸿茶业。

佩雷斯先生对于国际茶叶市场的新特

点以及竞争格局进行了分析，对国际茶叶的

现状做了介绍。他表示，近年茶叶产业的发

展速度很快，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目前

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几乎遍及世界五大洲的

国家和地区。

佩雷斯先生很喜欢到中国来，这次是他

第三次到访肖鸿茶业了，看到肖鸿茶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赞不绝口，他还幽默的表示中国

太大，去中国的每个地方都像去了几个不同

的国家，每个地方的茶叶及茶文化都有不同

之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国，茶文

化博大精深。 （齐 悦）

创业去哪里？我在

幸福里……义乌幸福里

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位

于北苑春华路 588 号，

是集办公、商务、生活等

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园

区，目前面向全国办公

出租、商务招商，热线

400-1579-002

首届海上丝绸之路高峰论坛将在上海召开

国际茶叶委员会执行主席佩雷斯与肖鸿的
三次茶缘

詹宏俊先生的工笔画

图为义乌女企业家协会代表手持巨龙箱包表演节目《启航》。

第一排（左起）：老A电商学院义乌分院总秘书长陈思朵

义乌市佳洁塑胶有限公司总裁吴智芳

晶巧饰品总裁吴金巧

料益皮革商行总经理王淑君

巨龙箱包总裁邵宝玲

中国人寿义乌分公司第九营业部总经理朱丽俊

义乌市中丞制笔有限公司总裁陈祖筠

第二排（左起）：红辣椒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梅

义乌燕飞美容美发总经理余燕飞

千诗儿软装馆总裁张素菱

第三排：义乌市浪人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赛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