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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业科技

钾盐人“盐城”问路中国

7月9日，由青海省格尔木
市人民政府、中国无机盐工业协

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主办，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

(肥)行业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协办的

2015年世界钾盐大会在格尔木

市隆重召开。会议定位“交流、合
作、创新、发展”，以会带展，以展

促会，邀请国内外权威专家学

者、核心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青

海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IFA国际肥料工

业协会等政府机关、钾盐钾肥相

关行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龙头
企业为会议召开提供支持。

青海省副省长辛国斌、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

勇武、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潘

爱华分别致词。辛国斌表示：“本
次大会在格尔木市举办，为我们

促进钾盐钾肥行业交流合作、提

升产业层次搭建了重要平台、提
供了难得机遇，必将对引领经济

新常态、推动青海经济转型升级
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李勇

武认为，此次大会与展览是以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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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5年世界钾盐钾肥大会成功召开

口《中国农资》记者吴江张番徐骞蒋政

盐钾肥为主题的国际盛会，希望

政府、企业利用好这个平台，充
分展示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就，深入研讨和解决行业发展的
热点难点，科学规划钾盐钾肥发

展的美好未来。潘爱华则肯定了
中国钾盐产业、青海盐湖工业对

祖国现代化方面的突出贡献，并

希望相关企业、组织能借助国家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良好机

遇，保持特色、加强创新，实现中

国钾盐产业新的突破。
此次大会设置有1个主论

坛、4个分论坛。主论坛以专题报

告为主要形式，报告内容涵盖国
内钾资源开发战略、国际钾盐市

场发展趋势、中国钾肥贸易等钾
盐钾肥产业的关注热点。

会议指出，“十二五”期间，

我国钾盐钾肥工业得到快速发
展，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钾

肥生产企业200多家，资源型钾

肥产能682万吨／年，产量553万
吨(以K：o计)，国内自给率达到

50％以上，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有了结构性的转变。随着国产钾

肥竞争力的增强和产能的不断
放大，钾肥进口量进口联合谈判

成绩卓著，话语权明显增强。中

国钾盐钾肥生产企业在我国东

南西北遍地开花，不仅结束了我
国钾盐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历

史，而且还成功出口创汇，成为
世界上钾盐产品生产名列前茅

的大国，成绩斐然。
与会外籍代表认为，随着中

国钾肥产业蓬勃发展，中国钾肥

市场的不断成熟、规模不断扩
大，国际钾肥行业更加重视“中

国需求”和“中国态度”。国际企

业未来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市

场的交流联系，把更丰富、更高
端、更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

带到中国。

大会分论坛上，国家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经贸司处长付炳其
就当今国家政策对化肥行业造

成的影响做了详尽分析。他认

为，随着政策调整，我国化肥行
业正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市场竞

争中。国内钾肥企业需苦练内

功，迎接未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企业代表一致认为，近年来

我国钾肥企业、科研机构在新产
品、新设备和新技术上的研发与

应用上收获颇丰。在国家政策的
支持引导下，我国钾盐钾肥行业

仍将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

同时，国内企业的海外钾盐项目

各有特点、各具优势，应坚持国
际视野，建立全球化的生产链条

和销售网络，勇敢地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而在难溶性钾资源技术

研发方面，需要国内外之间的合

作，以早日实现“石头变肥料，肥

料进大田”的美好愿景。

·会议前期，由中华合作时报
社、中国农资传媒策划与中国无

机盐工业协会钾盐钾肥行业分

会共同出版的《中国农资》精英

读本《筑梦新征程》暨“2015世界
钾盐钾肥大会”会刊大受好评，

干余本会刊在一日之间告罄。中
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青海省海

西州委常委、格尔木市委书记王
勇，格尔木市委副书记、格尔木

市长吴天晓纷纷为会刊点赞。

本次大会主论坛有来自9个
国家的19位专家发表专题讲话，

涉及8个种类的钾肥产品，共

800余位行业代表参与其中，气
氛热烈、规模空前。未来，世界钾

盐大会将每3年举办一次，并向
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钾盐钾肥行

业会议品牌迈进。下周，中国农

资传媒将为读者献上“2015世界
钾盐大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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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落实种业创新驱动战略，强

化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科企合

作。在科企合作中，要重点把握
好三个方面：一是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与种子企业，要充分发挥

两个主体的优势，实现“双轮驱

动”。二是强化科企实质性对接。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促进创新
资源向企业流动。三是加强科企

合作的绩效考核和激励，加强市

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

驱动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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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亿元
从农业部获悉，去年全国

农产品网络交易额超过1000亿

元，占农产品销售额的3％。统

计显示，'-3前我国涉农电子商

务平台数量超过3000个，呈快

速增长态势。

7200万亩
从河南省农业厅获悉。今年

河南省秋粮播种面积近7200万
亩，比上年增加近32万亩．总体

播种面积稳中有增的同时，长势

也好于常年。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本

版编辑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015年中央救灾农药储备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为切实做好中央救

灾农药储备工作，7月9日，供销
总社农资局在京召开2015年中

央救灾农药储备工作座谈会，并
与承储企业签署了2015年中央

救灾农药储备承储协议书。会议

分析了全国农药市场形势，交流
了承储单位储备工作进展情况，

并对做好中央救灾农药储备工
作作出了部署。

供销总社农资局局长李殿

平表示，做好中央救灾农药储备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

承储单位责任重大。储备工作具

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时限性，为切
实做好2015年中央救灾农药储

备工作，一是要强化大局意识和

应急准备，切实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确保不出任何问题。二是承
储企业要按时足量储备，确保完
成序时进度和考核要求。中国农

资集团要发挥好承储主力和牵

头企业的作用。三是要加强企业
管理，完善制度，确保货源质量

可靠、按时储备、及时销售。四是
要及时反映上报有关情况和问

题，加强信息沟通。五是希望国

家相关部门继续给予指导督促，
相关单位予以协作配合。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处长王

一军表示，农药救灾储备制度为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农业防灾减

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继续

抓实抓好。在新形势下，国家发

改委经贸司、财政部经建司将救
灾农药储备管理工作委托给供

销总社农资局具体负责，是中央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推进农药

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尝试。
希望农资局加强监管，完善制

度，积极协调处理相关问题。各
承储企业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

协议精神完成救灾农药储备任

务，切实发挥榜样和带头作用。
会上，农资局与中国农资集

团及12家农药生产企业联储单

位签署了2015年中央救灾农药
储备承储协议书。

5年内重庆市农药化肥使用量将实现“零增长”
本报讯近日，重庆市根据

自身市情确定了“零增长”目
标：农药方面，到2020年全面

推广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农

药减量控害、作物全程解决方

案三大技术模式，实现主要农

作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
30％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

率达4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

40％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1％

以上。在化肥方面，到2020年
重庆市将初步建立科学施肥管

理和技术体系，主要粮油作物

施肥结构更趋合理，蔬菜、柑
橘等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负增

长；在空间分布上，施肥水平

较高的渝西地区实现“负增
长”，渝中地区实现“零增
长”，施肥水平较低的渝东南和

渝东北部实现“缓增长”，从而

最终实现全市化肥使用量总体
“零增长”的目标。

CoNTENTS

迈开改革脚步探路现代农资

——审华全藏供销禽侮总被

“六《弋会”农资系绞代表热议改

蕈发展

3—5版

“零增长”将“精准施肥”

推向农业前台

翁版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农业

神话”?

重6版

荒地上的丰收奇迹

——司尔特水稻专用糙方照汪

话信辜测产实泶

重7版

高毒农药退市不可“一刀切”

2薹版

天脊：为河南小麦丰收

保驾护航

一_2015“寻找小麦种樯王”
颁夔典李L侧记

封兰

砂点凰杰．囊
{：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办：中华合作时报社

}}K：奁迎新

总缩瓣：曾蜂

擒行瑟编辑：孙最新

猁想编辑：张琴吴江

编辑／圯嚣：

阴剑锋张涛汪洋张高科

乇旭波刘颖张番徐晓磊

崔海涛张艳潇高远jII；晓

徐骞陈熙宋安勇贾然然

姜美怡史哗坤陈元邦萤玲

胡泓林

带校：赵世恩

凳娥：胡晓鹏

地jli=：北京西南四环188号总部基地

6区12号楼

邮编：100070

发行热线：86—10—63703741

泛虑：86—10—63702118

嘲魁：www．sino—nt．com

电f佑镣：zgnz2004@163．com
÷ RMB：￥3．60

j

本刊保留一切版权

， 如发现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编辑部联系。(010-63702380)

萨

万方数据



广告
编辑：胡晓鹏 电话：01 O-63732964邮箱：nzzk2001@1 63 com

云衣土j
ync365
农业互联网高科技综合服务商

云农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瓣麓爨藕藕A薄

邀您共同推进中国农业进入3．o B,-J代

哆
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

待遇：提成+奖金+话补+出差补贴+五险一金

i≯’i”待遇：提成+奖金+话补+出差补贴+i吐

●

＼ 垂询电话： 一
、◆0537 69然90016 05m37

／≥／／／

人资／财务类、市场／策划类人员

—咽
围匿墓霍墨0一．、■、一一一一。一一--4■

戮辫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