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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生态产业，，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活力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活力
一些国外农村，依托天然的生态优势，推动形成完善的生态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体

系，既有效保护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又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

①① 本版责编：牟宗琮 荣 翌

版式设计：蔡华伟

图①：韩国文堂里的自然风光。

韩国忠清南道洪城郡洪东面文堂里供图

图②：在德国柏多文村的奶牛场里，每头奶牛都

设置了可追溯饲养过程的条形码编号。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图③：德国柏多文村的自营农场商店。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从柏林开车一路向北大约 70 多公

里，就是德国著名的生态农业村——柏

多文。刚到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柏多文生态村”的大招牌，旁边就是顾

客盈门的农场商店，销售柏多文村自产

的农产品。每天，印着“柏多文生态村”

字样的冷藏货车，都会将新鲜牛奶、奶

酪、蔬菜等绿色农产品运到柏林、勃兰

登堡州等地的有机超市里。

在农场商店左侧不到 50 米处是村

里的奶牛场，在商店门口甚至可以听到

牛叫声。这里，每头牛的饲养，都要符合

德国有机农业认证机构德米特的生产要

求和严格标准。通过这一权威认证，大

幅提升了柏多文农产品的品牌溢价，并

使其自动获得欧盟的市场准入资格。

农场主苏珊妮·波因克介绍，按照德

米特的要求，柏多文牛奶所有生产环节都

必须实现全有机，并且很多生产原料都要

自产。如有机牛饲料必须有至少 50%来

自自有农场，有机肥料则必须 100%自产。

种植作物留下的叶子和秧苗，以及牧草

和青贮饲料，可供 550 余头奶牛食用，而

牛粪以及青贮饲料渗出液等，又成为农

作物的生态肥料，由此形成生态循环。

紧邻农场商店右侧的，是村里的乳

品加工厂，奶产品从挤奶到摆上货架，

全程耗时不过几个小时。这不但保证

了产品的新鲜度，也减少了长途运输原

料带来的污染排放。

由于成本投入较高，柏多文自产牛

奶比一般超市牛奶要贵一倍。然而，凭

借新鲜优良的品质和符合环保理念的生

产方式，柏多文自产牛奶赢得了市场的

高度认可。“柏多文生态村”品牌发言人

弗朗奇斯卡·鲁彻介绍说，现在每周固定

订户就超过了 4000户，产品供不应求。

为了更符合环保经营理念，柏多文

去年还投资修建了新的太阳能发电设

备，使乳品加工厂和奶牛场的自供清洁

能源比达到 50%以上，今年还计划在农场

商店外增设太阳能充电桩。据测算，该

村每年可因此减少 400吨二氧化碳排放。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资源，在绿色农产

品产销之外，生态农业观光也成为柏多文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夏天的农庄

节是柏多文的盛事，大量游客慕名前来，

参观奶牛场和苗圃场，品尝农家菜和有机

咖啡，开展户外运动和野营……通过多种

项目体验亲近自然的绿色生活。

在柏多文村的官网上，一系列奖项

引人瞩目：德国联邦生态农业奖、德国联

邦有机示范农场、德国商品检验基金会

最佳牛奶评测奖、勃兰登堡杰出原奶质

量奖……自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德国民

众对高品质农产品和环境保护的诉求日

益增加，柏多文即开启生态农业发展之

路。1991 年，柏多文注册成立了集体农

业企业，将自产的绿色产品统一以“柏多

文生态村”品牌对外销售。经过 30 年发

展，企业现有 110 余名固定雇员和 25 名

季节工人，经营着 1240 多公顷生态农

地，出产 80余种绿色农产品。

这也是德国生态农业常见的发展

模式，即通过大型农场和企业开展规模

化品牌经营，带动整个村庄的生态产

业。柏多文成功的生态农业经营，也离

不开欧盟和德国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

持。在奶牛场入口处，一块介绍牌上写

道：“我们正从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

（EAFRD）获得以下项目的资金：购置

移动鸡舍、奶牛计步器和秸秆切碎机。”

德国政府和各州财政系统每年给予生

态农业用地的补贴为每公顷 500 至 600
欧元，而普通农业用地每公顷只有 300
欧元，各类生态农业评奖也会给予奖

金。同时，银行会对发展生态农业的村

庄和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近年来，正是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支

撑双轮驱动下，像柏多文这样的生态农

庄稳步增加。根据德国有机食品行业

协会数据，从 2010 年至 2019 年，德国生

态农庄的数量翻了近一倍，目前已达

4.2 万余个。德国政府预计，到 2030 年，

20%的德国农业用地都将从事生态农

业经营。

（本报柏林电）

德国柏多文村——

规模化品牌经营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强

南 非 出 产 一 种 独 特 的 饮 品 ——

“博士茶”。这种地理标志产品以一种

豆科灌木的针叶为原料，只在开普敦

西北约 300 公里的塞德博格地区规模

化种植。在产业化带动下，南非的这

一“土特产”已行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产值超过 3 亿兰特（约合 1.3 亿元

人民币），探索出一条产业经济与产区

保护并行的发展之路。

海 维 尔 德 村 原 本 是 塞 德 博 格 地

区 一 个 贫 困 村 庄 。 近 20 年 来 ，规 模

化发展“博士茶”产业使这里逐步摆

脱了贫困。据海维尔德村村民介绍，

本地人饮用“博士茶”有上百年历史，

但此前从未专门种植，只是把它当做

一种“草药”来定期采摘。上世纪 90
年代末，政府将“博士茶”认定为有机

饮品，相关农业机构开始派专人规划

“博士茶”种植基地，向农民提供规模

化种植辅导。村里未就业人口多数

加入了种植行列。调查报告显示，在

引入有机肥料、集中种植、联合收割

及晾晒等措施下，海维尔德村“博士

茶”原料年产量从 2000 年之前的 200
公 斤 ，发 展 到 如 今 的 2 吨 ，人 均 年 收

入增长至 15 万兰特（约合 6.7 万元人

民币）。

南非“博士茶”生长地区的年降水

量需要保持在 380—650 毫米，土壤呈

弱酸性。从种苗移植算起，“博士茶”

针叶需要 18 个月才能成熟，收获两三

次之后，土地必须再次翻耕，间隔 5 年

后才可再次种植。独特的生长环境、

植物属性以及经济价值，决定了南非

“博士茶”原产地必须得到特别保护，

才能维持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多年

来，南非政府、国际相关机构以及各类

行业组织相继加入“博士茶”养护的行

列，以多种政策、法规和实践推动原产

地的生态系统维护。

2010 年起，塞德博格地区引入鼓

励农产品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优

质认证”体系。这一认证体系要求“博

士茶”全产业链做到“更好的种植方

式”“更好的环境关怀”“更好的收入支

持”等多个优化条件，才能在最终的

“博士茶”产品上印有“国际优质认证”

标签，以此获得国际市场认可。依照

“国际优质认证”体系管理办法，海维

尔德村“博士茶”种植户要对用地效

率、施肥管理、土壤退化程度等多项指

标进行量化记录。刚开始，部分种植

户不理解这种做法，但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种植户体会到了精细化生态

管理的好处。“新的管理办法要求我们

做很多回顾性记录，通过统计数据来

不断纠正以往的种植方法，在维护生

态的同时，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种

植户尼克拉斯表示。

与塞德博格地区的上百家“博士

茶”种植户一样，海维尔德村也签署

了“‘ 博 士 茶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倡 议 ”。

该倡议要求当地在发展产业的同时

遵循维护生物多样性原则，比如农户

不得任意扩大“博士茶”种植用地，有

变更种植地需求的必须申报，同时退

让相同面积的土地列入生物保护区

范围等。

海维尔德村村民库其尔说：“之前

整个地区的村民居住得很分散，大家

都只在乎自己家的种植园。如今，‘博

士茶’成为整个地区共同的产业，大家

都要为地区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如

今，产区的人都认识到，“博士茶”的植

株只是塞德博格地区复杂植物群落中

的一种，不能为了经济收益无节制地

扩大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地区生物

多样性的努力，有利于“博士茶”这种

珍贵的植物一直延续下去。

目前，南非“博士茶”产业已拥有

450 多 家 生 产 企 业 ，长 期 用 工 超 过

5000 人，年产量的一半用于出口。通

过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南非在释放

“博士茶”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建立

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为当地经

济注入长久活力。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南非海维尔德村——

产业经济与产区保护并行发展
本报驻南非记者 邹 松

位于韩国忠清南道的文堂里村，

以其“鸭稻共作”的生态模式，成为韩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村庄之一。

“鸭稻共作”，顾名思义，是将鸭

子圈养在稻田里实现二者和谐共生：

鸭子以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为食，实

现为水稻天然除草、除虫的目的，而

鸭 子 的 粪 便 又 可 以 成 为 水 稻 的 肥

料。鸭子在稻田里游动还能激发水

稻 生 长 环 境 的 活 力 。 通 过“ 鸭 稻 共

作”的模式，文堂里的农田不仅无需

打农药、施化肥，还节省了除草除虫

的人力，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进

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近年来，在“鸭稻共作”的基础上，

文堂里农户又探索出水稻与田螺共同

种养等生态农业新模式。和“鸭稻共

作”类似，这一模式实现了水稻和田螺

在生长过程中的互利共生。田螺不需

要额外饲料喂养，有效降低了养殖成

本和难度。为了体现对生态农业的鼓

励和支持，韩国农业协会和相关企业

提前和稻米生产者签订销售合同，确

保销售渠道畅通。

文堂里在探索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的同时，还建立了大米从生产加工到

包装销售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并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不断开拓生态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

文堂里还注重打造生态农产品品

牌。“鸭米秋收分享节”是这里每年都

举办的品牌活动。该活动以“鸭稻共

作”的生态模式为主题，让城市居民在

参与农活中体验回归自然的乐趣，深

入了解生态农业。如今，以生态农业

闻名的文堂里每年都吸引上万名游客

前来参观。城市居民不仅可以购买绿

色农产品，还可以参加放养鸭子、收割

农作物、黑米染色、秋季抓蚂蚱、天然

食 品 制 作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乡 村 体 验

活动。

在位于文堂里的洪城环境农业教

育馆，人们不仅能了解到文堂里生态

农业的发展历程，还有机会聆听农业

专家的讲座。“教育馆展现着祖先们的

生活面貌和智慧，让城市居民和年轻

一代对环境和农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培养他们对故乡和土地的热爱。”韩国

亲环境农产物义务自助金管理委员会

委员长、洪城环境农业教育馆顾问朱

亨鲁告诉本报记者。

2000 年，文堂里制定了“21 世纪

文堂里发展百年计划”，进一步明确了

未来发展方向，即以生态农业为基础，

通过打造具有特色的专业生产体系确

保 农 产 品 竞 争 力 ，不 断 拓 展 收 入 来

源。同时，进一步提升农业教育水平，

促进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可持续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村庄。

2014年，文堂里所在的洪城郡地区

被确定为韩国首个有机农业特区。朱

亨鲁表示，如今文堂里从事生态农业的

农户年均收入约为 3000万至 5000万韩

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72 韩元），不低于

城市工作的白领。经济发展了，文堂里

逐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配套设施。“与

其他村子相比，文堂里年轻人的比例要

高很多。由于生态农村建设带来的价

值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返乡就业，在田间地头实现人生价值。”

朱亨鲁说。

（本报首尔电）

韩国文堂里村——

经济发展让更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就业
本报驻韩国记者 张 悦

泰国东北部黎府是该国重要的甘

蔗产地，而黎府农欣县班帕南岩村更是

因出产优质上乘的甘蔗而闻名。这里

空气清新，绿油油的甘蔗地在群山掩映

下，宛如一幅山水画。

1 月末正值甘蔗收获的季节，班帕

南岩村村民呵伦正带着家人在地里收

割甘蔗。“种甘蔗这些年，我们家买了 1
辆拖拉机、1 辆摩托车，生活来源主要就

靠它！”呵伦家种了 5 莱（0.8 公顷）甘蔗

地，每年收获甘蔗 60—80 吨，按照每吨

1500 泰铢（1 泰铢约合 0.22 元人民币）

的价格计算，一年一季的甘蔗年收入大

约有 10 万泰铢。

班帕南岩村四面环山，“帕”在当地

方言中是“山石”的意思。 1964 年，15
位农民作为第一批住户来到班帕南岩，

在此种植水稻和玉米。很长时间以来，

该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上

世纪 90 年代，班帕南岩村村民因地制

宜，开始广泛种植甘蔗。

“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宜种

甘蔗。”班帕南岩村村长谭亚拉告诉记

者，地处山区的班帕南岩村，昼夜温差

大、降水充足。村里目前 120 户人家，

几乎每家都种植了甘蔗。

“ 优 质 的 甘 蔗 增 加 了 当 地 人 的 收

入，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泰国东北部有这

样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庄，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泰国旅游局黎府分局局长

谭娜万·卡西告诉记者，班帕南岩村因

此成为黎府仅有的两个入选泰国“一村

一品”的村庄之一。

农欣县社区发展处主任辛哈蓬告

诉记者，以前在收割完毕后，蔗农往往

就地焚烧甘蔗叶和根。后来，在政府引

导下，蔗农将甘蔗叶粉碎还田，作为下

一季甘蔗种植的有机肥料，这既避免了

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也大幅提升了土

壤的活力。泰国政府为实施甘蔗叶粉

碎还田的农户提供每吨鲜甘蔗 92 泰铢

的生态补偿。据辛哈蓬介绍，现在，当

地人已经普遍认识到，正是良好的生态

环境才为发展甘蔗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提供基础。

甘蔗生长需水量很大，对灌溉提出

了很高要求。以往班帕南岩村一直使

用传统漫灌方式，灌溉效率低，极易造

成对水资源的浪费。在当地政府的引

导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购买滴灌喷

头和雾化灌溉喷头，还在村里修建了蓄

水池，将雨季的雨水收集起来留待旱季

使用。在黎府皇家大学的倡议下，部分

村民也开始尝试使用太阳能电板来驱

动灌溉系统。这些做法有效提升了甘

蔗产业发展的节能环保水平，确保灌溉

效率最大化。

黎 府 等 泰 国 东 北 部 地 区 是 泰 国

甘 蔗 渣 发 电 厂 的 主 要 分 布 地 。 在 泰

国政府号召下，当地尝试开发甘蔗渣

发 电 技 术 ，在 扩 大 蔗 农 利 润 的 同 时 ，

也 提 高 了 生 态 效 益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泰 国 能 源 部 宣 布 将 在 2021 年 加

大投资，加速推动沼气发电和生物发

电项目，其中甘蔗渣全年发电量预计

将 达 75 兆 瓦 。 这 对 以 班 帕 南 岩 为 代

表的“甘蔗村”无疑是一项利好消息。

近年来，泰国政府在甘蔗产区不断

挖掘当地的旅游资源，同时推广甘蔗生

产乙醇、发电等技术，让生态农业创造更

大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黎府电）

泰国班帕南岩村——

良好生态环境为增收致富提供基础
本报驻泰国记者 赵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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