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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开春，江西宜春高安市的种粮大户

金长军已经坐不住了。这天，他带着请来的

几个帮工早早来到地头，要将政府发放的堆

沤肥撒到田里。

“以前这块地用化肥多，土壤板结，收成

也差，今年打算靠秸秆还田、堆沤肥打底改善

一下土质。这个事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也做

过试验，经过生态改良的地块，不仅产量可以

大大增加，作物品质也好。”金长军说。

不仅金长军，如今，高安市的多数农户

和企业已经形成共识：推进绿色种养循环，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是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的好办法。

秸秆综合利用，助力
生态低碳

高安市蓝坊镇长乐村，秸秆收储点前车

来车往，金灿灿的秸秆码放得整整齐齐，村

民们正忙着把自己拉来的秸秆卸车下货、过

磅称重。

“真没想到我也能当上‘经纪人’！”村

民刘婷笑着说，“我是‘秸秆经纪人’，去年收

了 5000 多吨水稻秸秆、1500 多吨花生秸秆，

非常畅销。”

高安市地处亚热带气候地区，大部分水

稻都是双季稻。早稻成熟后，就要忙“双抢”，

收割完后迅速种上晚稻。以前，每次收获之

后，秸秆就成了累赘，除了烧掉似乎也没有别

的出路。可是秸秆焚烧不仅气味呛鼻，浓烟

还污染大气环境，影响其他作物生长。

2019 年 6 月，高安市开始试点推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此后，高安市共在 18 个粮

食主产乡镇扶持建设 11 个秸秆收储中心，通

过项目培育专业从事秸秆收储运的经营网

点 300 多个，初步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秸秆收

储销售渠道。

在高安市杨圩镇横塘村的一片油茶试

验田，记者看到，一块田里经过简单处理的

秸秆围绕油茶树干厚厚堆放着；另一块田

里则没有秸秆。有秸秆覆盖的油茶树叶片

明显更绿，树体更健壮。据一名村干部介

绍，有秸秆覆盖的田块上杂草更少，基本不

需要使用除草剂。同时，秸秆覆盖下的土

壤温度变化趋缓和，低温时增温，高温时降

温，保水保墒作用显著。

秸秆还田的优势，在轮作生产的地方就

更加明显了。冬天地不闲，晚稻收完没多久，

又要忙着种油菜。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监测发现，

秸秆还田，在生物腐熟剂的作用下，不仅增加

土壤中的有机质，解决土壤板结问题，滋养土

地，增加产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据统计，2022 年，高安市的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了 96.46%，几乎所有的秸秆都进

入了生态低碳农业的绿色大循环。

推进种养循环，构建
生态链条

一 路 弯 弯 绕 绕 ，直 到 记 者 来 到 江 西 瑞

涌牧业公司大门口时，仍然无法把这满眼

的 绿 水 青 山 和 全 国 畜 牧 养 殖 百 强 县 联 系

起来。

这家牧业公司是一家年出栏 4.5 万头生

猪的生态型、专业化养殖基地。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2017 年企业刚刚起步时，规模还

小，年出栏生猪不过 1 万头。而养殖粪污一

度成为企业发展解不开的难题。

“ 有 一 年 ，堆 放 粪 污 的 棚 子 被 大 雨 冲

毁，污水顺着山体流到了山下村子，我们公

司花了好大劲儿去清洗处理。”该负责人介

绍，因为粪污污染，企业经常被附近村民投

诉，甚至还要给村民赔偿。如今，企业的生

产规模扩大了 4 倍，同时也不用为粪污的处

理发愁。

为了解决粪污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高

安市于 2021 年启动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项目。高安市政府责成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遴选社会专业化服务组织，按照畜禽粪便无

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

范、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技术指导意见等

技术要求，对各类养殖业产生的粪污收集、

处理、施用提供全过程、专业化服务。养殖

企业只需要将粪污拉到专业处理公司，就可

以由公司将粪污变成堆沤肥，或者发酵出沼

气、沼液等进行循环利用。

通过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高安

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推进

了畜牧业清洁、绿色、健康发展。“这个项目

一年就能为我们企业节约成本 60 万元。”瑞

涌牧业负责人说。

作为承接养殖企业污物处理的专业公

司，生产有机肥的高安宝迪生态农业科技公

司负责人陈叶青介绍：“农户使用了我们加

工生产的堆沤肥和有机肥，满意度较高。加

上这几年生态低碳农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

心，相信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受欢迎，有机

农业的生产链条也会越来越完整。”

高安市的“海归”青年丁旦曾获“全国十

佳农民”称号，既是 9450 亩土地的经营者，也

是专业型“新农民”的代表，对生态农业发展

理解更深。“绿色种养循环是推动农业绿色

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畜禽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持续改良土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

放强度，提高土壤固碳增汇的能力。种地不

能竭泽而渔，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才是真正放

水养鱼。”丁旦说。

近两年，高安市完成绿色种养循环试点

面积 21 万亩，减施化肥超过 1400 吨，增加土

壤 有 机 质 0.3 克/千 克 以 上 ，作 物 同 比 增 产

3.5%，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抢占生态高地，建设
农业慧谷

在高安市大城镇，一个以“生态高地、农

业慧谷”为主题，以农业物联网技术为核心，

旨在发展生态农业、抢占生态高地的高端生

态农业试验区项目正在持续推进。

在试验区大棚里参观体验的初中生李

星安看到了一番奇妙光景：大棚中蔬菜生产

槽整齐排布，槽中的水暗暗流动，水上漂浮

着一片片带孔的泡沫板，孔中栽植着生菜、

京水菜、紫包菜、冰菜等多种蔬菜。另外一

边的蓝色养殖桶上，成簇的水花翻腾，密密

麻麻的鱼儿在水中游弋。

“鱼菜共生项目是循环农业技术的经典

应用案例，养殖桶里的水经过有效分解，成

了种菜的好水。”项目负责人龚雨俊介绍，

“种菜的水经过净化又可以回到养殖桶中，

能节约 80%的水资源消耗。我们做这个示

范项目是为了向大家展示生态循环农业的

更多可能。”

“种菜可真酷。”李星安一边吃用自己刚

从园区里摘的蔬菜做成的沙拉，一边感叹。

在 这 个 生 态 农 业 示 范 区 里 ，农 业 示 范

园、油茶园、水旱轮作、大地景观等子项目

覆盖面积共 1 万亩，并陆续实施标准化农田

改造、高效节水示范、土地整治物理防治、

坡耕地改造等系列项目，形成了以水肥一

体化、离子传感为主的三个现代农业循环

生产技术示范体系。

生态农业示范区，除了试验引导功能，

正常情况下每年还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同

时提供就业岗位 1 万多个，直接带动区域内

12 个自然村、1000 多名村民增收，辐射带动

项目周边多个新型农业主体、农业合作社共

同发展。

上图：高安打造的生态农业示范区里，

鱼菜共生项目中的水肥一体化设施。

本报记者 杨颜菲摄

化废为肥、变肥为宝，科学种养、建立示范区，江西宜春高安市—

低碳大循环 绿色发展前景好
本报记者 杨颜菲

核心阅读

近年来，江西宜春高安市
探索发展循环农业，实施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将水
稻秸秆、牲畜粪便等腐熟还
田，化废为肥、变肥为宝，并
借助农业物联网技术，不仅
解决因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
问题，还推进了农业、畜牧业
的清洁绿色发展。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生态低碳农业发展④关注生态低碳农业发展④

R

中国气象局 6 日公布的《2022 年中国气

候公报》显示，2022 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

差，暖干气候特征明显。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2022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51 摄氏度，较常年偏高

0.62 摄氏度，为历史次高，春夏秋三季气温

均为历史同期最高。

公报显示，全国除吉林、广西和海南 3
个省份气温较常年偏低外，其余省份气温

均 偏 高 。 甘 肃 、湖 北 、四 川 和 新 疆 气 温 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安徽、河南、湖南、江苏、

江西、宁夏和青海为历史次高。

2022 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为 16.4 天，

较常年偏多 7.3 天，为 1961 年以来最多。除

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云南大部、海南等

地偏少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高温日数偏

多。全国共有 901 个国家站日最高气温达到

极端事件监测标准，主要分布在华北中东

部、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在降水方面，2022 年，全国平均降水量

606.1 毫米，较常年偏少 5%，为 2012 年以来

最少。冬春季降水偏多、夏秋季偏少，夏季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1961 年 以 来 历 史 同 期 第 二

少。北方降水“东多西少”，南方大部偏少。

六大区域中，东北、华南、华北降水量偏多，

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降水量偏少；七大江

河流域中，除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降水量偏

少外，其他流域降水量均偏多，辽河流域降

水量为 1961 年以来第二多。

公报显示，2022年汛期，雨季进程总体较

常年偏早，但雨量强弱差异大。华南前汛期

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多；华北雨季开始早、

结束晚，雨量偏多；东北雨季开始早、结束早，

雨量偏多；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

少；长江中下游入梅早、出梅早，梅雨量偏少；

西南雨季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少。

《2022年中国气候公报》由中国气象局国

家气候中心组织专家编写，公报内容分为五

章，分别从基本气候概况、气候系统监测、主要

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气候影响评估

以及 2022年国内外十大天气气候事件等方面

提供中国气候的最新监测和评估信息。

《2022年中国气候公报》公布

去年我国暖干气候特征明显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本报石家庄 2月 7日电 （记者邵玉姿）近日，河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印发《中国式现代化河北绿色智能低碳建筑场景行

动方案》，提出提升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推动智能建造与建

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等工作的多年度任务目标，全面实现建筑绿

色智能低碳发展场景。

《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全省城镇竣工建筑中绿色建筑占

比达到 95%。其中，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30%以上，新开工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195 万平方米。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河北雄安新区、保定市培育不少于 2 家具有智能建造

能力的骨干企业，打造 5 个以上智能建造示范项目。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推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竣

工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100%，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50%
以上，累计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1350 万平方米，城镇建筑

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 8%以上。

河北印发行动方案

提升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本报长春 2月 7日电 （记者孟海鹰）记者从吉林省林草工

作会议上获悉：过去五年，吉林省累计完成林草生态修复 1069.7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44.3%提高到 45.2%，森林蓄积量由 10.27 亿

立方米提高到 10.86 亿立方米。全省经济林及林下经济总规模

达到 1725 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

生态工程建设方面，吉林省研究制定一系列造林绿化政策

措施，全面推进“绿满山川”森林植被恢复、“林廊环绕”防护林建

设、“水草相依”草原湿地保护修复等林草湿重大生态工程。

2022 年 ，全 省 共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366.7 万 亩 ，超 出 年 度 任 务

37.3%。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常态化开展候鸟护飞等专项

行动，持续加大对虎豹、东北红豆杉等极度濒危野生动植物保

护。启动全省首次迁徙水鸟同步调查，全省监测发现中华秋沙

鸭总数 626 只，比 2018 年繁殖种群增长了将近一倍。据悉，2023
年吉林省将完成林草生态修复 200 万亩，绿化美化村屯 1000 个。

5年来完成林草生态修复近1070万亩

吉林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5.2%

本报昆明 2月 7日电 （记者叶传增）据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消息，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已从 2007 年的 13.1%提升到现在

的约 81%，植物物种从 232 种增加至 303 种，鸟类从 89 种增加至

175 种，现有鱼类 26 种。

自 2008 年起，为加大对滇池湖滨区域的保护，昆明市启动

了以滇池外海环湖湿地建设工程为核心的滇池湖滨“四退三还

一护”（退塘、退田、退房、退人，还林、还湿、还湖，护水）生态建设

工作，完成退塘、退田 4.8 万亩，退房 233 万平方米，退人 3.2 万

人，累计拆除沿湖防浪堤约 90 公里，按照“人工干预最小化、自

然恢复最大化”的原则，共建成以湿地为主的滇池环湖生态带

6.29 万亩，恢复水陆交错的湖滨生态结构。

如今，经过 10 多年的生态修复工作，滇池湖滨已初步构建

出一条平均宽度约 200 米的闭合生态带，形成了一条以自然生

态为主，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湖滨生态绿色屏障，湖滨生态功

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

昆明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超80%
建成滇池环湖生态带6.29万亩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张文豪

本报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

央气象台预计，2 月 7 日夜间至 9 日，中东部地

区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江汉、江淮、

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

雨；西藏东部、西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黄

淮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

有大雪，局地暴雪。7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

布暴雪蓝色预警。

预 计 7 日 20 时 至 8 日 20 时 ，青 海 东 南

部、甘肃中东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大部、河

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雪，其中，甘肃

东部、宁夏南部、陕北高原和秦岭山区等地

的部分地区有暴雪。上述部分地区新增积

雪深度 4—8 厘米，局地可达 10 厘米以上。

11 日至 12 日，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北

部及贵州等地有中雨，江南中北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11 日至 13 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有 4—8
摄氏度降温，局地 10 摄氏度以上，江南及以

北地区伴有 4—6 级偏北风。

气象专家提醒，雨雪天气易导致路面湿

滑、积雪、结冰，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出行比较

不利。其中，甘肃中东部、陕西、山西等地发

生道路积雪和结冰的风险高，湖南、江西、浙

江、广西等地发生道路积水的风险高，建议加

强交通安全管理。

此次雨雪天气过程总体利于农业生产。降雪对北方冬小麦

安全越冬和萌动返青有利；南方降雨利于增加水资源，可利用近

期降雨，科学增加库塘蓄水，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为春季农业生

产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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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

持 续 推 进 美 丽 海 湾 建 设 。

2021 年底出台的《秦皇岛市美

丽海湾保护与建设方案》将全

市海域划分为秦皇岛北部湾、

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滦河

口 4 个海湾（湾区）单元，开展

“一湾一策”差异化治理，规划

实施工业污染源治理、入海河

流污染治理、海洋环境保障等

“十大整治工程”，推动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互促共赢。

图 为 秦 皇 岛 市 海 港 区 金

梦海湾片区风光。

曹建雄摄（影像中国）

一湾一策

呵护美丽海湾 本报贵阳 2月 7日电 （记者程焕）为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建设，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贵州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公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

护修复实施意见》，从规划管控、产权激励、土地指标流转使用、

生态资源权益交易、资源利用、财税支持、金融扶持 7 个方面共

出台 21 条政策，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意见》涉及五大重点领域，包括自然、农田、城镇、矿山

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以及推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鼓励

支持“四山八水”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耕地质量等级；支持黔中城市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支持苗岭山脉、赤水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鼓励和支持循环农（林）业、生态旅游、休闲康养、自然教育、

清洁能源及水资源利用、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生物遗传资源可持

续利用等。

贵州出台实施政策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