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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积极推进冬水田杂交中稻

“底肥一道清”复混肥示范

2017年8月12日，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与泸州金土地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召开了“冬水田杂交中稻底肥一道清复混肥示范推进会”。参会

人员来自泸县、合江、纳溪的农技站及种粮大户或专合社相关人员70余

人。

冬水田杂交中稻“底肥一道清”复混肥由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

与泸州金土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制，2016年开始在泸州各县（区）示

范近2000亩。会上，泸州金土地有限公司经理殷强介绍了“底肥一道清”

复混肥使用说明及在纳溪合面镇对示范户采访情况，泸县农业局刘明星副

主任、合江县农技站唐正文站长、纳溪区农技站唐大春站长、泸县龙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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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薛世兰总经理分别对“底肥一道清”复混肥在各地的示范增产、节肥、

除草效果作了典型发言。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水稻栽培专家徐富贤研究员重点介绍了

“底肥一道清”复混肥的研究背景、研究过程及主要解决的水稻生产问题。

该肥料是根据冬水田保水保肥能力强的特点和杂交中稻的需肥规律,在多

年多点肥料试验基础上研发而成。具有以下突出优点：一是在水稻移栽前

作耙面肥一次性施用，水稻全生育期只施一次肥，与传统高产施肥技术比

较，减少1～2次施肥，每亩节省施肥人工费30～50元；二是每亩施肥量

1包（25公斤），适宜90%以上的冬水田，解决了水稻大面积生产上农民

不好掌握高产高效施肥量的问题；三是在保证杂交中稻亩产600公斤左右

情况下,每亩比传统施肥技术减少氮1～3公斤，节肥12%～30%；四是除

草剂配入肥料作底肥一次施用，不仅除草效果好、水稻产量高，而且每亩

投入到冬水稻田的肥料与除草剂生产成本仅65元。

最后泸州金土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龙清介绍了“底肥一道清”复

混肥推广计划与销售方式，较多种粮大户表示愿意订货示范并逐步扩大面

积。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 徐富贤 研究员）

我院与绵阳市委市政府联合成功举办

“绵阳农业科技成果发布暨农业投资促进会”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农业提出的新要求、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2017年 8月 8日，四川省农科院

与绵阳市委市府联合在绵阳会展中心召开了“绵阳农业科技成果发布暨农业

投资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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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科院院长李跃建、党委书记吕火明、副院长任光俊、钟毅及科

技处、合作处、作物所、土肥所、园艺所、加工所、茶叶所、经作所、水产

所、服务中心等领导及相关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绵阳市委书记彭宇行、市

长刘超率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市级部门、区市县政府主要领导，区市县农工

委（办）、农业局、林业局、水务局、供销社、扶贫移民局等部门领导，全

市各乡镇主要领导，全市大部分行政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部分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市外知名涉农企业、部分商会、协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代表近1500

人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

院、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农学

院等科研院校有关领导和专家。

会议第一阶段是科技成果发布会，由刘超市长主持。

四川省农科院李院长做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的讲话。重点讲述了四川省农科院为支撑四川绿色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及科技创新方向。即将发布的科技成果，也彰显出了

我院的科技实力和先进水平。而市院双方通过科技合作，不仅使农科院科技

成果得到推广应用，更是在绵阳的大地上开出了艳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

果实。李院长最后表态：我院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组织优势力量和

优势成果，继续加强和绵阳市的科技合作，用科技之花把绵阳的现代农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打扮得更加美丽！

六家科研院校和绵阳市签订了农业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绵阳市副市长经

大忠，我院副院长钟毅代表双方签署了第二轮市院科技合作协议书。

在农业科技成果发布阶段，任光俊副院长做了30分钟成果发布。首先

介绍了我院的综合实力和科研水平，详细介绍了我院优新成果在转化应用中

取得的显著成效，重点推介了适应绵阳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期

间，参会人员对发布的成果表示很感兴趣，纷纷用手机进行拍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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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二阶段是农业投资促进会，由经大忠副市长主持。吕火明书记首

先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举行项目推介、投资洽谈会，是科研院校与各县

市区的对接成果落地的重要举措，是引入科技“活水”，推动绵阳现代农业

跨越式发展，以及“绵阳科学城”金字招牌增筹加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农业强省战略探路明径的具体行动。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科研院校要

选派最优秀的专家，赴绵阳农业农村第一线开展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二是

市各级政府要拿出专项资金、确定专门部门，遴选新型经营主体对接各项农

业科技成果，确保成果“立地生根”，为科技人员深入一线提供保障支持；

三是发挥科学城的政策优势，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推动绵阳现代农业再上新台阶。

绵阳市13个区市县根据各地的优势特点进行了重点项目推介，并与各

科研院校进行现场交流接洽，需求方也主动积极地与供应方互留了联系方

式，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

此次活动，绵阳市提出了农业科技招标项目5300项，项目总投资98.2

亿元。针对绵阳市的实际需求，我院发布了65项优新品种、10套农业废弃

物综合利用与土壤修复、7套生物灾害绿色防控、21套绿色有机农产品优质

生产技术等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省农机院、省畜科院、

川农大林科院、西南科技大学农学院、绵阳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校也发布了73

项最新科技成果。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科技成果发布推介接洽会，在

绵阳、乃至全省，也是第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活动不仅是绵阳市现

代农业的一个新起点和标志性大事，而且必将为绵阳市乃至“治蜀兴川”带

来新的思路和做法。

（四川省农科院科技合作处 周评平）

分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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