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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部 文 件

农农发〔圆园员苑〕圆号

农业部关于印发《 开展果菜茶有机肥

替代化肥行动方案》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 农牧、农村经济）厅（ 委、局）：

为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员号文件和全国农业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 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求，深入开展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农业部制定了《 开展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细化

实施方案，强化责任落实，有力有序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农摇业摇部

圆园员苑年 圆月 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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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以果菜茶生产为重点，实施有机肥

替代化肥，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实现节本增效、提质增效，探索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为此，

特制定本方案。

一、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多年来，为促增产、保供给，农业资源超强利用，化肥投入过

量，特别是水果、蔬菜、茶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农村劳动力加

快转移，畜禽养殖废弃物等有机肥资源利用不足，带来成本增加和

环境污染，也影响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益。推行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十分紧迫、十分重要。

（ 一）促进农业节本增效的需要。目前，我国化肥施用量总体

偏多，远高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特别是水果、蔬菜化肥用量

更多，果树亩均化肥用量是日本的 圆倍多、美国的 远倍、欧盟的 苑

倍，蔬菜亩均化肥用量比日本高 员圆援愿公斤、比美国高 圆怨援苑公斤、

比欧盟高 猿员援源公斤。化肥的过量使用，增加了生产成本。开发利

用我国丰富的有机肥资源，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利于果菜茶节本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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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促进产品提质增效的需要。化肥过量施用、有机肥用量

减少，影响产品品质。试验表明，施用有机肥的果园，果实外观和

内在品质明显提高，可溶性固型物含量增加 员园豫—圆园豫，果皮花青

素含量增加 圆园豫—猿园豫，维生素 悦含量提高 员园豫—猿园豫，糖酸比

提高 圆园豫—缘园豫。同时，果色鲜艳、适口性好、商品价值也高。增

施有机肥还可以增强作物抗性，降低病虫危害，减少农药用量。开

发利用我国丰富的有机肥资源，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利于果菜茶

提质增效。

（ 三）促进循环农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发

生重大变化，规模养殖成为主体。同时，养殖的集中区畜禽废弃物

利用率较低，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带来环境污染。开发利用我国丰

富的有机肥资源，支持农民利用畜禽粪便积造、生产有机肥，利于

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 四）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需要。化肥过量施用，不仅造成耕

地质量下降，对生态环境也有不利影响。目前，我国耕地退化面积

占总面积的 源园豫以上，耕地污染问题突出。同时，南方地表水富营

养化，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重要的原因是化肥过量施用导致的

氮磷元素流失和畜禽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

有机肥资源，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可减少土壤和水体污染，利于

保护生态环境。

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成熟、条件具备。一是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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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政策环境。中央作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正采取

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实行永续发展。二是有机肥资

源丰富。我国有机肥资源养分总量约 苑园园园多万吨，实际利用不足

源园豫。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三是有成熟的技术模式。各地探索

形成了一批种养结合的生产模式，集成了一套畜禽粪便堆沤还田、

施用商品有机肥、沼渣沼液无害化处理还田、农作物秸秆覆盖等技

术模式，为有机肥替代化肥创造了条件。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目标

（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促进果菜茶质量效益提升为目标，以绿

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果菜茶优势产区、核心产

区、知名品牌生产基地，强化政策扶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及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实现节

本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策引导。落实绿色生态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支持农

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使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产生的有机

肥，鼓励农民采取秸秆还田、生草覆盖等措施，减少化肥用量，降低

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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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用肥需求和有机

肥资源情况，因地制宜推广符合生产实际的有机肥利用方式，配套

相应的有机肥施用设施，做到省工省时、简便易行，让农民愿意用、

用得上、有效果。

坚持创新驱动。积极探索适宜的组织方式和服务方式，集成

组装有机肥利用技术模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形成

社会多方参与的格局。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开展肥料统供统施等

社会化服务，加快有机肥推广应用。

坚持示 范 带 动。选 择 果 菜 茶 优 势 产 区、核 心 产 区 的 重 点 县

（ 市、区），以及畜禽养殖大县（ 市、区），推进种养结合，加快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集中打造一批有机肥替代、绿色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 园区），发挥示范效应。

（ 三）行动目标

圆园员苑年，选择 员园园个果菜茶重点县（ 市、区）开展有机肥替代

化肥示范，创建一批果菜茶知名品牌，集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

持续的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生产运营模式，做到建一批、成一批。力

争用 猿—缘年时间，初步建立起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组织方式和政策

体系，集成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生产技术模式，构建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长效机制。

具体目标是“ 一减两提”：

一是化肥用量明显减少。到 圆园圆园年，果菜茶优势产区化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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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 圆园豫以上，果菜茶核心产区和知名品牌生产基地（ 园区）化

肥用量减少 缘园豫以上。

二是产品品质明显提高。到 圆园圆园年，在果菜茶优势产区加快

推进“ 三品一标”认证，创建一批地方特色突出、特性鲜明的区域

公用品牌，推动品质指标大幅提高，员园园豫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或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标准。

三是土壤质量明显提升。到 圆园圆园年，优势产区果园土壤有机

质含量达到 员援圆豫或提高 园援猿个百分点以上，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

达到 员援圆豫或提高 园援圆个百分点以上，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稳定在

圆豫以上。果园、茶园、菜地土壤贫瘠化、酸化、次生盐渍化等问题

得到有效改善。

三、重点任务

（ 一）提升种植与养殖结合水平。综合考虑土地和环境承载

能力，合理确定果菜茶种植规模和畜禽养殖规模，引导农民利用畜

禽粪便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积造施用有机肥、加工施用商品有机肥，

就地就 近 利 用 好 畜 禽 粪 便 等 有 机 肥 资 源，实 现 循 环 利 用、变 废

为宝。

（ 二）提升有机肥施用技术与配套设施水平。集成推广堆肥

还田、商品有机肥施用、沼渣沼液还田、自然生草覆盖等技术模式，

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在果菜茶产地及周边，建设畜禽养殖废弃

物堆沤和沼渣沼液无害化处理、输送及施用等设施，配套果菜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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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机械施肥、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应用设施环境调控及物联网设

备，提高有机肥施用和作物生产管理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 三）提升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创建水平。加快制定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的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推进设施标准化、生产过程

标准化、投入品管理标准化，实现良好农业规范。以此为基础，创

响一批地方特色突出、特性鲜明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提高

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精准脱贫。

（ 四）提升主体培育与绿色产品供给水平。制定支持有机肥

生产施用的用地、用电、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优先扶持利用畜禽

养殖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等专业从事有机肥生产的企业和社会化

服务组织。引导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生产有机肥、施用有机肥，打造一批绿色优质果菜茶生产基地

（ 园区），增加中高端供给，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四、区域重点及技术模式

（ 一）苹果

我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总量的 源园豫以上，但单产

较低、品质较差。生产中偏施化肥，有机肥投入不足，大部分果园

位于丘陵山区，设施条件差，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酸化、碱化问题突

出，保水保肥能力弱。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在黄土高原苹果优势

产区、渤海湾苹果优势产区推广 源种技术模式：一是“ 有机肥垣配方

肥”模式。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丰富的区域，鼓励种植大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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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集中积造利用堆肥，减少化肥用量。结合测土配方施

肥，在城市近郊果园推广商品有机肥。二是“ 果—沼—畜”模式。

在苹果集中产区，依托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与规模养殖相配

套，建立大型沼气设施，将沼渣沼液施于果园，减少化肥用量。三

是“ 有机肥垣水肥一体化”模式。在水肥条件较好的产区和新建果

园，推进矮化密植，在增施有机肥的同时，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提

高水肥利用效率。四是“ 自然生草垣绿肥”模式。在水热条件适宜

的区域，通过自然生草或种植绿肥覆盖土壤，减少裸露，防止水土

流失，培肥地力。

（ 二）柑橘

我国柑橘种植面积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二，但柑橘园设施装

备落后，基础地力低，部分地区土层瘠薄，土壤养分含量不平衡，施

肥呈现化肥用量逐年增加，有机肥施用比例逐年下降的态势。推

行有机肥替代化肥，在长江上中游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

带、浙—闽—粤柑橘带推广 源种技术模式：一是“ 有机肥垣配方肥”

模式。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丰富的区域，鼓励种植大户和专

业合作社集中积造利用堆肥，减少化肥用量。结合测土配方施肥，

在城市近郊果园应用商品有机肥。二是“ 果—沼—畜”模式。在

柑橘集中产区，依托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与规模养殖相配套，

建立大型沼气设施，将沼渣沼液施于果园。三是“ 有机肥垣水肥一

体化”模式。在水肥条件较好的果园，增施有机肥的同时，推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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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一体化技术，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四是“ 自然生草垣绿肥”模式。

在水热条件适宜区域，通过自然生草或种植绿肥覆盖土壤，减少裸

露，防止水土流失，培肥地力。

（ 三）设施蔬菜

蔬菜是重要的民生产品。近年来，我国设施蔬菜发展迅速，产

量占到蔬菜总产量的 猿园豫以上，为蔬菜周年均衡供应提供了重要

保障。由于设施蔬菜生产周期长、产量高，用肥量大、施肥结构不

合理，偏施氮肥现象严重，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突出。推行有机

肥替代化肥，在北方设施蔬菜集中产区推广 源种技术模式：一是

“ 有机肥垣配方肥”模式。推广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用

量。二是“ 菜—沼—畜”模式。在设施蔬菜集中产区，依托种植大

户和专业合作社，与规模养殖相配套，建立大型沼气设施，将沼渣

沼液施于设施蔬菜。三是“ 有机肥垣水肥一体化”模式。在增施有

机肥的同时，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重点是推广滴灌、微喷等技术，

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四是“ 秸秆生物反应堆”模式。推广秸秆生

物反应堆，释放二氧化碳、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地温，增加土壤有机

质含量，抑制土壤次生盐渍化。

（ 四）茶叶

我国是茶叶原产地，茶叶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茶叶施肥结

构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茶园有机肥施用量不足。推行有机肥替

代化肥，在长江中下游名优绿茶重点区域、长江上中游特色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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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重点区域、西南红茶和特种茶重点区域、东南沿海优质乌龙茶

重点区域推广 源种技术模式：一是“ 有机肥 垣配方肥”模式。推广

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用量。二是“ 茶—沼—畜”模式。

在茶叶集中产区，依托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与规模养殖相配

套，建立大型沼气设施，将沼渣沼液施于茶园。三是“ 有机肥 垣水

肥一体化”模式。在增施有机肥的同时，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提

高水肥利用效率。四是“ 有机肥垣机械深施”模式。在水肥流失较

严重茶园，推进农机农艺结合，因地制宜推广有机肥机械深施等技

术，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五、保障措施

（ 一）加强组织领导。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省（ 区、市）农

业部门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小组，加强协调、搞

好服务、推进落实。示范县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实

施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确保实效。农业部加强对有机

肥替代化肥行动指导，定期调度进展，协调指导落实，形成上下联

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 二）强化政策扶持。落实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依托“ 五区一园”，支持重点县（ 市、区）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

肥示范。结合实施沼气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等项目，支持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同向推进，发挥集合效应，形成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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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技术指导。各地要组织专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有

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方案，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落实好关键技术。培育新型服务组织，开展有机肥积造、运

输、施用等社会化服务。结合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开展产学研协作

攻关，研发推广一批有机肥生产施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备，集

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易操作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

（ 四）创新服务机制。因地制宜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模

式，采取向有机肥生产企业、规模化养殖场、专业合作组织购买服

务等方式，加快有机肥推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有机肥

替代化肥行动，发挥其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示范作用。通过补

贴、贷款贴息，以及鼓励设立引导性基金等方式，撬动各类资本支

持有机肥生产应用。

（ 五）强化监督监测。在示范县（ 市、区）科学布置耕地质量监

测网点，跟踪耕地质量等级和土壤肥力变化。在示范基地（ 园区）

开展土壤质量、产地环境、产品质量、投入品使用等调查，推进果菜

茶生产全覆盖、全过程监测。建立目标考核机制，开展第三方评

估，科学评价行动实施效果。完善肥料登记管理制度，严把有机肥

原料关，完善标准体系，提高有机肥产品质量。

（ 六）搞好宣传引导。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养计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计划，加强果菜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总结各地好做

—员员—



法、好经验，树立典型，相互交流，推进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宣传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在推动化肥

减量增效、产品提质增效，农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等方面的成效，

把“ 替”字唱响、做亮，营造良好氛围。

抄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摇农业部办公厅 圆园员苑年 圆月 愿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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