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亿元

2008

至

2009

化肥年度，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向河北省农

业生产资料公司累计投放国家和省级化肥储备贷款

1.9

亿元， 支持

企业调入国家储备化肥

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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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2 万吨

2009

年， 四川美丰共产尿素

77.32

万吨， 其中化肥分公司

49.32

万吨、 绵阳分公司

28

万吨。

94%

近日， 农业部公布的

2009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显

示， 蔬菜、 水果、 茶叶中农药残留合格率分别达到

94.5%

、

98.0%

和

94.8%

。

（本版文章由本版编辑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1029 万吨

2009

年， 河南省供销系统以保供、 稳价、 优质为目标， 全年共

组织销售各类化肥

1029

万吨， 占全省化肥供应量的

80％

以上， 较

好地服务了农业生产。

4575.8 亿元

2009

我国肥料制造业累计实现产值

4575.8

亿元 ， 同比增长

3.9%

。 其中

12

月， 实现产值

434.8

亿元， 同比增长

20.0%

。

数字新闻

45%

辽通化工受尿素市场低迷、 装置开工不足影响，

2009

年净利润

同比下滑约

45%

。 公司石化项目仍在试车之中， 将成为

2010

年业

绩增长点。

本报讯 近日， 农业部召开

全国春季田间管理视频会议 ，

分析当前粮油作物生产形势 ，

全面部署春季田间管理和春耕

备耕工作。 农业部负责人强调，

当前正是春季田间管理的关键

时期。 针对异常天气造成今年

小麦苗情长势明显偏弱的实际

情况 ， 各地要迅速行动起来 ，

提早安排 ， 广泛动员 ， 坚决打

好以促弱转壮为重点的春季田

管这场硬仗 ， 统筹安排春耕备

耕工作， 为夺取今年夏季粮油

丰收、 千方百计实现全年粮食

产量稳定在

1

万亿斤以上目标、

保持全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

形势， 开好局、 起好步。

一要加强分类指导 。 要根

据不同的苗情特点， 把促弱转

壮、 增蘖长根、 御寒抗冻、 防

旱保墒作为春季麦田管理的重

点，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科

学运筹肥水， 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 二要强化病虫防控。 加强

监测预报， 及时发布信息 ， 落

实防控责任， 适时开展应急防

治。 三要狠抓防灾减灾 。 要密

切与气象部门联系， 高度关注

重要时节、 重点区域、 重大天

气变化 ， 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

适时启动应急响应。 四要抓好

技术服务。 制定完善技术方案，

指导农民因地、 因苗、 因时搞

好肥水管理。 大力开展各项实

用技术的培训和服务。

提早落实具体措施 打好春季田管硬仗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近日国家工商总局

印发文件，要求全系统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继续加大服务监管力

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积极促进农村改革发展。

根据文件精神

,

全国工商系

统将重点开展对农资市场监督

管理等为重点的十项工作。

国家工商总局相关负责人

称， 将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

严厉查处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

农行为。以实施《农业生产资料

市场监督管理办法》为重点积极

推广实施农资市场监管软件系

统，切实提高防范农资市场突发

事件的能力，健全和完善农资市

场长效监管机制。 突出重点季

节、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品

种和重大案件，继续认真开展专

项执法行动

;

进一步强化农资市

场开办者、 农资经营者是流通

环节农资商品质量第一责任人

的意识 ， 全面推行索证索票 、

购销台账等制度。 加大监管执

法力度， 创新监管体制 ， 强化

日常监管， 完善工作机制规范

执法行为。

同时，进一步加强涉农广告

监管和行业自律，营造规范有序

的广告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强广

告监管，加大对涉农广告的监管

力度，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虚假

广告，重点查处涉及种子、农药、

化肥和农机具等农资商品的虚

假广告。

国家工商总局：

将加大对农资监管 认真落实一号文件

本报讯 日前， “

2009

中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发

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石化协会相

关负责人就

2009

年的化肥、农药

行业的相关数据和工作进行了汇

报。 据悉，

2009

年， 我国工业受

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生产增

速在年初跌至近十年最低点。 但

在中央 “保增长、 扩内需、 调结

构、 惠民生” 一揽子计划的持续

作用下， 工业经济较快扭转了增

速下滑局面， 回升向好的运行态

势不断明朗并得到巩固， 化工行

业全年运行呈现出 “前低后高”

走势。

2009

年，中国化肥农药全

年产值总计接近

5900

亿元。中国

农用化学品产业的发展对保障国

内供应、 稳定市场价格起到了作

用，但同时，产能过剩等隐忧也益

发明显。

据会议介绍，尽管

2009

年国

家改革了化肥价格机制， 但并没

有影响到化肥的市场价格， 化肥

及农药生产完全满足国内农业生

产的需求， 全年化肥总产量 （折

纯 ） 突破

6000

万吨 大 关 ， 达

6706

万吨 ， 增长

16.3%

， 其中 ，

尿素增长

10.5%

， 磷肥和钾肥分

别增长

21.9%

和

24.6%

。 国内尿

素年均价格为

1735

元

／

吨， 比上

年同期下降

15%

； 磷酸二铵均价

为

2703

元

／

吨 ， 同 比 下 降

30.6%

。 肥料制造业全年的总产

值 达

457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9%

。 全国农药产量达到

226.2

万吨， 增长

12.3%

， 价格总体与

上年基本持平， 化学农药制造业

全年的总产值是

1320.3

亿元 ，

同比增长

4.4%

。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冯世良介绍，化肥、农药行业取得

这样的成绩， 一是国家宏观政策

推动，二是政策的扶持作用。

2009

年在化肥、 农药行业应对金融危

机中政策的支持起了关键性作

用———取消了硫酸出口暂定关

税；取消了黄磷、磷矿石、合成氨、

磷酸、氯化铵、重过磷酸钙、二元

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

对合成氨、磷酸、氯化铵、重过磷

酸钙、 二元复合肥等化肥产品统

一征收

10%

的出口暂定关税；并

延长了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征收出口关税的淡季时段， 将尿

素的淡季出口税率适用时间延长

一个月，磷酸一铵、二铵的淡季出

口税率适用时间延长一个半月；

在信贷方面积极向大中型企业倾

斜。 这些扶持政策极大地缓解了

企业的经营压力。

冯世良说， 当前农化行业问

题仍比较突出， 一是产能过剩问

题突出 ， 无序投资比较严重 。

2009

年 ， 磷肥装置开工率都比

较低。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投

资仍在加速， 磷肥行业投资增长

67.8%

， 农药制 造 投 资 增 长 在

30%

以上。 二是市场需求启动缓

慢 ， 企业经营仍然困难 ， 截至

12

月末 ， 化肥生产企业和销售

企业， 库存都居高不下。 在国际

原油价格上涨推动下， 化肥和农

药企业还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

三是进口冲击不断增加， 外贸出

口严重受阻。 据海关统计，

2009

年化肥出口量下降

14%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指

出 ，

2010

年 ， 对化肥 、 农药行

业来说， 将是十分困难的一年，

面临的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很多，

但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

2010

年的行业经济运行将继续向好的

方向发展。

化工行业运行：2009“先低后高” 2010利好发展

化肥农药总产值已接近

5900

亿元

本报讯 日前，发改委发布了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规划

表示将推进中部地区大型煤炭基

地建设。

其一， 要加强山西晋北、晋

东、晋中，安徽两淮，河南大型和

特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晋北、晋东

优质动力煤和无烟煤基地重点建

设特大型现代化煤矿；晋中炼焦

煤基地重点建设特大型煤矿，积

极整合小型煤矿，加强优质炼焦

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两淮适度

加大煤炭基地开发建设规模 ；

河南做好煤炭基地老矿区接续

工作 。江西 、湖北 、湖南以缓解

煤炭调入压力为目标， 重点做

好中、小矿井整合和改造，稳定

现有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 。强

化煤矿安全技术改造， 提高安

全生产水平。

其二， 开发利用煤层气资

源。 鼓励在具备地面煤层气规

模化开发条件的地区实行先采

气、后采煤。重点实施山西沁水

盆地，河南郑州、焦作、鹤壁，安

徽两淮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工

程，实施淮南高瓦斯高地温高地

压煤层群瓦斯综合治理与利用

示范工程。

其三 ， 鼓励优势企业跨区

域、行业和所有制联合开发利用

煤炭资源，支持煤、电、路、港、化

工相关产业一体化发展。有序推

进煤化工产业化，开发和应用新

一代煤气化技术，推进煤矸石无

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推进煤炭基地建设 支持相关产业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