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化肥减量增效项目承担单位：

为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的

部署，我厅制定了《广东省 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7 日

（联系人：汤建东，联系电话：020-37288083）



按照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 2021 年化肥减量

增效工作的通知》（农农（肥水）〔2021〕3 号）要求，为落实

我省化肥减量增效各项目标任务，特制定 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

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和化肥减量增效，优化施肥结构，稳步提高化肥利用率，探索开

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为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21 年，继续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在全省开展取土化

验和植株测试 5300 个以上，在 31 个县（市、区）完成各种作物

肥效、化肥利用率、新型肥料和施肥新技术等田间试验 500 个以

上，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7000 户以上，更新养分数据，优化

施肥参数。选择 11 个县（市、区），以粮食作物为重点开展化

肥减量增效示范，集成技术模式，每个示范县建设 2个以上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服务示范区，累计示范面积不少于 2 万亩，示范区

配方肥到位率达到 80%以上，化肥用量减少 3%以上，化肥利用率

提高到 40％以上，带动全县（市、区）化肥用量实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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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个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中，择优选择 4 个肥料用量大、肥

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任务重的县（市、区），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理试点，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三、重点工作

（一）创建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在始兴县、惠州市惠阳区、

海丰县、雷州市、遂溪县、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清远市清

新区、广宁县、罗定市等 11 个县（市、区）创建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县，以粮食作物为重点，每个县（市、区）建设 2 个以上化

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示范总面积不少于 2 万亩。在示范区内，探

索推行水稻氮肥定额制，控制施肥总量。因地制宜推广配方施肥、

化肥深施等高效施肥技术，应用作物专用肥、缓释肥料、水溶肥

料、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大力推进轻简化施肥，促进农机农艺

融合，每个示范县示范推广水稻侧深施肥技术 500 亩以上。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物化补助等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应用高效施

肥技术、施用新型高效肥料；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肥料企业等社

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化服务；加强农企合作，与信誉好、有资质

的肥料供应商共建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基地，推动配方肥和新型肥

料下地，带动化肥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

（二）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试点。在始兴县、惠州

市惠阳区、雷州市、高州市等 4 个县（市、区）开展肥料包装废

弃物回收试点，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肥料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的指导意见》（农办农〔2020〕3 号）和我厅《关于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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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的通知》（粤农农办〔2020〕42

号）的要求，进一步探索有效的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组织方

式和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激励机制，鼓励肥料生产者、

销售者实现源头减量，支持第三方上门、到田收集肥料包装废弃

物，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三）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抓好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取土化验、田间试验、配方发布、数据开发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

工作，服务支撑化肥减量增效。一是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在

往年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围绕各县（市、区）主栽作物，选择有

代表性的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施肥情况调查。其中在 11 个

化肥减量增效县和主要农业县建立施肥台账制度，进行跟踪管理

（具体方案另行制定），为优化科学施肥方案奠定基础。二是规

范取土化验。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合理布设调查采样点位，全省

完成 5300 个以上土壤样品采集和检测。继续在湛江市试点集中

取样，由湛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第三方机构（当地农业教

学或科研单位）承担湛江市各县（市、区）土壤样品采集任务，

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派出技术人员协助采样。规范样品分

析化验，加强质量监控。高州市农业科技事务中心负责制作考核

样，分发给湛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五华县土壤肥料站，3 个

检测单位要做好土壤样品检测质量监控、进行比对检测，并定期

完成向省耕地肥料总站报送样品检测考核结果。三是统筹做好田

间试验。在 31 个县（市、区）开展田间肥效试验 50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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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稻、玉米化肥利用率试验、经济作物“2+X”田间肥效试

验、肥效校正试验、中微量元素单因子肥效试验和新型肥料试验，

田间肥效试验方案由省耕地肥料总站另文印发。四是及时发布肥

料配方。引导肥料企业按“方”生产，支持开展“全链条”农化

服务，改进优化肥料配方结构，科学制定大配方，通过农企合作

等方式加快推进配方肥落地。

（四）做好科学施肥技术指导服务。充分发挥科学施肥指导

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作用，逐步完善主要作物施肥方案和水稻氮肥

定额用量。落实专家包片负责制，指导责任片区制定技术方案、

开展技术培训，分析整理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数据，更新、完善全

省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优化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手机 App

和微信小程序），以现代化信息手段全面提升我省测土配方施肥

信息化服务水平。各级肥料技术推广部门要创新技术指导和宣传

培训方式，适时发布肥料配方、施肥方案等施肥指导信息，指导

农民广泛使用我省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增强农民科学用肥意

识。

四、资金安排和使用

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项目经费已由《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第 2 批）的

通知》（粤财农〔2021〕5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 3 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补助资金（第 3批）的通知》（粤财农〔2021〕8 号）下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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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任务和绩效目标见附件 1。项目资金使用作如下规定：

（一）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建设，资金 1320 万元

11 个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每个县安排资金 120 万元。具

体任务：在示范区集成推广配方施肥、水稻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等

高效施肥技术，应用缓释肥料、水溶肥料、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

带动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新产品大面积推广应用。资金使用：一

是物化投入补助。对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应用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模式需要的作物专用肥、配方肥、有机肥料、水溶肥料等纳

入物化补助范围，按照市场价格的 25～30％予以补助，缓释肥

料按照市场价格的 40～50％予以补助；对开展水稻机械插秧同

步侧深施肥技术示范的，每亩补助机械作业费 40～50 元。二是

社会化服务补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开展

配方肥等新型肥料推广及统配、统施服务进行补助，补助资金不

超过项目总资金的 25%。三是试验和技术推广服务补助。对教学

科研部门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推广服务、宣传培训（包括信息化

服务、标示牌）等给予适当补助。

（二）建立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试点县，资金 200 万元

始兴县、惠州市惠阳区、雷州市、高州市等 4个肥料包装废

弃物回收试点县（市、区），每个项目县安排资金 50 万元。具

体任务：制定回收方案，建立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和长效运

行机制，组织供销合作社、专业化服务机构、肥料销售点和个人

回收肥料（包括化肥、有机肥、微生物肥、水溶肥、土壤调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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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包装废弃物（含瓶、罐、桶、袋等）。资金主要用于对农民、

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宣传培训、建档立卡等予以补助。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鼓励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多使用、租用无人机喷施大容量包装的

水溶肥料（包括有机水溶肥料），既可以减少小包装袋的数量，

又能节省劳力人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资金 1620 万元

1.农户施肥情况调查与土壤样品采集，资金 354 万元。全省

调查农户 7000 户以上、采集土壤样品 5300 个以上。资金主要用

于购置（或维修）采样仪器设备，支付劳务费（包括采样、风干、

磨样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务费）、差旅费、印刷费、邮寄费等，

支付技术培训、建立施肥台账等所产生的费用。

2.土壤样品检测，资金 266 万元。全省检测土壤样品 5300

个以上，其中：高州市农业科技事务中心检测土壤样品 3300 个

以上，资金 166 万元；五华县土壤肥料站检测土壤样品 1000 个，

资金 50 万元；湛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检测土壤样品 1000 个，

资金 5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样品处理、检测和技术培训，包括

购置（或维修）仪器设备、化验耗材（试剂、易耗品等）、样品

运输、劳务费、差旅费、印刷费、水电费、咨询费、邮寄费等。

3.田间试验，资金 1000 万元。在 31 个县（市、区）开展田

间肥效试验 500 个。华南农业大学承担 168 个试验，资金 336 万

元；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承担 142 个试验，资金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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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承担 142 个试验，资金 284 万元；广东

海洋大学承担 48 个试验，资金 96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试验布置、

技术培训、样品检测、报告撰写，包括租赁费、劳务费、差旅费、

交通费、检测费、水电费、咨询费、印刷费、邮寄费等。

五、工作要求

按照“部省抓管理、地市抓督导、县级抓落实”的总体要求，

构建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十四五”化肥减

量增效工作，推进落实各项措施。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要成立由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推进落实机构，按照省级实施方案要求，

细化实化县级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全面落实试点任务和要求，

保障试点工作有序开展。由于示范总面积变动较大，请化肥减量

增效示范县适当调整实施方案（包括实施作物、实施范围、工作

进度等），并在 3月 31 日前正式行文报我厅耕地肥料总站备案。

（二）强化技术支撑。充分发挥省直教学科研机构在技术和

信息领域的优势，加强对示范区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

务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承担田间试验的县份要安排专

业技术人员配合省级教学科研单位做好测土配方施肥田间试验

工作。强化新肥料、新技术的示范辐射作用，示范区做到有专家

指导、有示范对比、有标示牌，并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召开现场观摩会，展示减肥增效效果，扩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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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配方施肥影响力。

（三）完善补助机制。补助资金要向工作条件好、积极性高、

代表性强的镇、村倾斜。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以奖

代补、直接补助”的方式，支持鼓励农民购买和使用配方肥、缓

释肥。在实施补助的过程中，实行分级负责，县级以下必须如实

登记造册，做好公示，不得造假。有条件的县份，可以探索使用

第三方监管平台对补贴物资发放、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和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管理。

（四）严格资金管理。各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0〕10 号）的要求，

本着资金与任务相匹配的原则，加强资金监管，规范使用行为，

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会计科目设置应严格按财务规定

执行。配方肥、缓释肥料、有机肥料、水溶肥料、水稻侧深施肥

作业补助幅度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补助程序要合法合规。

（五）加强督促检查。在关键时点组织开展交叉检查，督促

项目县抓好任务落实，对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

管理不规范、实施效果不好的县予以通报，限期整改。加强对检

测机构的监督检査，采取集中培训、发放标样等措施，严把各个

环节质量关，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六）及时报送材料。建立健全“一季一调度、半年一通报”

信息调度制度。各地级以上市、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要完善项目

调度，及时掌握任务落实、资金使用、工作进度等情况，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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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报送工作开展情况和项目执行进展，填报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进

展情况表（见附件 2）；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报送本年度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

附件：1.广东省 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项目任务安排表

2.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进展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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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全 省 3140

一 各地市合计 2140

1 广州市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167 个（其中白云区 20 个、黄

埔区 9 个、番禺区 18 个、花都区 20 个、南沙区

30 个、从化区 26 个、增城区 44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167 个。 10.9

2 珠海市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42 个（其中金湾区 21 个、斗门

区 21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42 个。 2.8

3 汕头市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80 个（其中金平区 5 个、龙湖

区 4 个、澄海区 12 个、濠江区 5个、潮阳区 28

个、潮南区 24 个、南澳县 2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80 个。 5.2

4 佛山市 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88 个（其中南海区 26 个、顺德

区 8 个、高明区 28 个、三水区 26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88 个。 10.1

—
 
1
1
 
—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5 韶关市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452 个（其中浈江区 16 个、武

江区 16 个、曲江区 38 个、乐昌市 70 个、南雄

市 86 个、仁化县 44 个、始兴县 42 个、翁源县

64 个、新丰县 34 个、乳源县 42 个）。

3.始兴县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试点。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452 个；

2.始兴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试点镇（乡）在 80%以上的行政村

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回收率 80%以上。

199.7 始兴 170

6 河源市 河源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86 个（其中在源城区 5 个、东

源县 55 个、和平县 46 个、龙川县 80 个、紫金

县 60 个、连平县 40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86 个。 18.8

7 梅州市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344 个（其中梅江区 9 个、梅县

区 42 个、兴宁市 68 个、平远县 36 个、蕉岭县

21 个、大埔县 40 个、丰顺县 44 个、五华县 84

个）；

3.五华县承担省下达土壤样品检测任务。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344 个；

2.五华县完成土壤样品检测 1000 个。
72.7 五华 50

8 惠州市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82 个（其中惠城区 36 个、仲

恺高新区 8 个、惠阳区 30 个、惠东县 68 个、博

罗县 100 个、龙门县 40 个）；

3.惠阳区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试点。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82 个。

2.惠阳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长；

试点镇（乡）在80%以上的行政村开展肥

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回收率80%

以上。

188.6 惠阳 170

9 汕尾市 汕尾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03 个（其中城区 10 个、海丰

县 72 个、陆丰市 92 个、陆河县 29 个）。

3.海丰县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03 个；

2.海丰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133.4 海丰 120

—
 
1
2
 
—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10 东莞市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9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9 个。 1.9

11 中山市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4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4 个。 1.6

12 江门市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318 个（其中蓬江区 4 个、江海

区 4 个、新会区 36 个、台山市 114 个、开平市

62 个、鹤山市 28 个、恩平市 70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318 个。 20.8

13 阳江市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325 个（其中江城区 44 个、阳

东区 70 个、阳春市 123 个、阳西县 70 个、高新

区 14 个、海陵区 4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325 个。 21.4

14 湛江市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1.采集土壤样品 929 个（其中赤坎区 2 个、霞山

区 2 个、麻章区 46 个、坡头区 30 个、开发区

14 个、遂溪县 192 个、吴川市 60 个、雷州市 266

个、徐闻县 144 个、廉江市 173 个）；

2.市本级承担省下达的土壤样品检测任务；

3.遂溪县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4.雷州市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试点。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929 个；

2.市本级完成土壤样品检测 1000 个。

3.遂溪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4.雷州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试点镇（乡）回收处理肥料包装

废弃物覆盖 80%以上的行政村，回收率

达到 80%以上。

400.7
市本级 50，

雷州市 170，

遂溪县 120

—
 
1
3
 
—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15 茂名市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435 个（其中茂南区 37 个、电

白区 78 个、信宜市 80 个、高州市 120 个、化州

市 120 个）；

3.信宜市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4.化州市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5.高州市承担省下达的土壤样品检测任务；建设

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积不少于 2

万亩；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435 个；

2.信宜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3.化州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4.高州市完成土壤样品检测 3300 个，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

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长；试点镇

（乡）回收处理肥料包装废弃物覆盖

80%以上的行政村，回收率达到 80%以

上。

604.6
信宜市 120，

高州市 336，

化州 120

16 肇庆市 肇庆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306 个（其中鼎湖区 10 个、高

要区 58 个、四会市 26 个、德庆县 25 个、封开

县 60 个、怀集县 89 个、广宁县 38 个）；

3.广宁县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306 个；

2.广宁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长

。

140.1 广宁县 120

17 清远市 清远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548 个（其中清城区 53 个、清

新区 78 个、英德市 180 个、连州市 80 个、佛冈

县 26 个、连山县 22 个、连南县 25 个、阳山县

84 个）；

3.清新区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548 个；

2.清新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155.8 清新区 120

—
 
1
4
 
—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18 潮州市 潮州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76 个（其中湘桥区（含凤泉湖

高新区）7 个、潮安区 28 个、饶平县 41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76 个。 4.9

19 揭阳市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180 个（揭东区（含产业园）29

个、空港区 7 个、揭西县 40 个、普宁市 52 个、

惠来县 52 个）。

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180 个。 11.8

20 云浮市 云浮市农业农村局

1.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

2.采集土壤样品 216 个（其中云城区 22 个、云

安区 35 个、郁南县 29 个、罗定市 90 个、新兴

县 40 个）；

3.罗定市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累计示范面

积不少于 2 万亩。

1.完成采集土壤样品 216 个。

2.罗定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化肥使用量继续实现负增

长。

134.2 罗定市 120

二、 省直单位合计 1000

1 省级 华南农业大学

在 10 个县（市、区）开展 168 个田间肥效试验，

包括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经济作物“2+X”田

间肥效试验、肥效校正试验、中微量元素单因子

肥效试验等。

及时汇总田间试验结果，提交试验报

告，为合理施用化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降低面源污染风险提供依据。

336

2 省级
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环境研究所

在 10 个县（市、区）开展 142 个田间肥效试验，

包括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经济作物“2+X”田

间肥效试验、肥效校正试验以及中微量元素单因

子肥效试验。

及时汇总田间试验结果，提交试验报

告，为合理施用化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降低面源污染风险提供依据。

284

—
 
1
5
 
—



序号 市县别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3 省级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在 9 个县（市、区）开展 142 个田间肥效试验，

包括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经济作物“2+X”田

间肥效试验、肥效校正试验以及中微量元素单因

子肥效试验。

及时汇总田间试验结果，提交试验报

告，为合理施用化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降低面源污染风险提供依据。

284

4 省级 广东海洋大学

在粤西地区 2 个县（市）开展 48 个田间肥效试

验，包括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经济作物“2+X”

田间肥效试验、肥效校正试验以及中微量元素单

因子肥效试验。

及时汇总田间试验结果，提交试验报

告，为合理施用化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降低面源污染风险提供依据。

96

—
 
1
6
 
—



附件 2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项目
计划和进展情况

计划 进展（完成）情况累计

1.资金投入
中央资金（万元）

地方资金（万元）

2.基础工作
采集土样(个)

田间肥效试验(个)

3.技术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亩）

配方肥施用面积（亩）

配方肥施用量（拆纯，吨）

缓控释肥施面积（亩）

缓控释肥施用量（吨）

水稻侧深施肥面积（亩）

其他新型高效肥料施用面积（亩）

绿肥种植（亩）

4.示范区

建设

示范片数量（个）

示范区面积（亩）

其中水稻示范面积（亩）

遴选实施主体（个）

示范区化肥减量（%）

示范区作物亩均增产（千克/亩）

示范区亩均节本增收（元/亩）

5.社会化

服务

科学施肥社会化服务组织（个）

服务面积（亩）

6.宣传培训

培训班（期）

培训人数（人次）

现场观摩（次）

发放技术资料（份，含施肥建议卡）

宣传报道（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此表由地级以上市和项目县于每季度末发送至省耕地肥料总站 nynct-37288083@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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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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