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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农用化肥

施用量 5022 万吨，比 2012 年下降 14.0%，科学

施肥用药水平不断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 78.3%，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格局加快建

立；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8%，肥料化、饲料化、

能源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方式提质增效；农膜

处置率稳定在 80% 以上，科学使用回收机制

日趋完善……我国农用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7 年保持下降趋势，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

取得积极成效。

施肥有了最高限量——

立足源头治理，促进
治存量、遏增量

每亩底肥 30 公斤、分蘖肥 10 公斤、拔节

孕穗肥 10 公斤……翻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太阳镇双庙村的化肥定额制示范区施肥方

案，表格中清晰标注了水稻生长各阶段化肥

投入的最高限量标准。

“偏施氮肥引起土壤板结，还会污染周边

水体。我们通过试验对比，筛选出水稻最佳

用肥技术模式，氮肥用量减少了 10% 以上。”

化肥定额制项目实施方、杭州佳稷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岳峰说。

“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正处在治

存量、遏增量的重要关口。”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绿色发展团队首席专家金书秦

介绍，农业面源污染往往具有分散性、不确定

性 和 滞 后 性 ，是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突 出

难点。

立 足 源 头 治 理 ，促 进 污 染 减 量 。 2020
年，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与浙江农林大

学、临安区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合作，针对水

稻、茶树、雷竹、核桃等 9 种作物，制定发布了

全国首个化肥定额制限量地方标准。

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邬奇峰

介绍，为加强施肥行为管控，当地一方面引导

农资经营单位建立购销数据库和补贴档案，

平台可自动识别购买用量是否触碰“红线”；

另一方面推动规模主体签订承诺书，保留购

买凭证、建立肥料施用档案，实现可追溯。目

前，全区化肥定额制已推广 25 万亩，近 5 年减

少化肥用量 1380 吨。

着眼顶层设计，推动系统发力。农业农

村部科学技术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国

家层面已编制全国畜禽粪肥利用种养结合、

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等专项规

划，系统谋划重点领域、关键区域农业环境

问题治理。全国布设 241 个农田氮磷流失

国控监测点和 500 个农膜残留国控监测点，

选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区域，探索开展

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分析评估氮磷流

失 规 律 ，加 快 构 建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一

张网”。

灌溉有了循环水网——

瞄准重点领域、关键
区域，综合研发优化技术

湖北省安陆市洑水镇车站村，一套智能

化生态水网排灌系统，充分发挥农田固碳减

排作用：通过农田水位控制闸门开合，可调节

雨水、灌溉水等水体滞留时间；生态沟渠里，

一丛丛水生植物拦截着农田排水中的污染

物；田间灌溉尾水经多轮预处理后，流至农田

排水水质水量综合平衡调控站……

安陆市水域面积达 1.7 万公顷，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点多面广。“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整

体统筹设计，将区域沟渠水系联通形成‘活

水’循环系统，是区域农村水系可循环、可监

测、可控制的关键。”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站站长樊丹说，这统筹解决了区域农田面

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水、堰塘淤塞等突出环境

问题，在全省已推广应用达 60 万亩。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离不开科技支

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依托“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组织实施了典型农区氮磷迁移转化与面

源 污 染 调 控 等 项 目 ，强 化 综 合 防 治 技 术 供

给。同时，实施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发挥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相关岗位科学家作

用，推广绿色投入品和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

“实现污染防治区域全覆盖、可持续，仅

靠单一技术难以达到目的，要因地制宜进行

系统集成组装。在推广相关技术时还要充分

考虑农户的接受程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罗良国发

现，农民往往更青睐土壤有机质提升、投入品

减量等技术，在设计农业环境保护方案时，需

要为农户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和服务。

罗良国建议，将农业补贴标准核算与采用环

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更紧密挂钩，提高各类生

产经营主体参与绿色生产的积极性。

绿色投入品配套适用农机日益成为主

流。在江苏省仪征市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

水稻用上了“侧深施肥+作物营养诊断精准

施肥+无人机喷肥”技术模式。“通过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示范推广，提高了绿色高效施肥

技 术 到 位 率 ，越 来 越 多 农 户 认 可 并 参 与 其

中。”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农艺

师仇美华说。

金书秦建议，要加快以调查、监测、评估

技术为重点的联合攻关，完善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体系，加强小流域尺度的农业面源污染

形成机理研究；针对源头减量、过程拦截、末

端治理等环节，研发优化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污染阻滞降解、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

术，不断提高科学治污水平。

农膜有了回收链条——

全要素全链条推进，
促进治理模式可持续发展

“1 立方米废旧农膜可以在回收网点兑

换 7.5 公斤新农膜，划算！”在甘肃省民勤县苏

武镇元泰村，慧丰源农牧产销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马尚福说，购买新农膜也有补贴，亩均可

节省 20—30 元。

在甘肃邦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万吨废弃膜

清洗造粒生产线，旧农膜经过切割、漂洗、热

熔、模压等流程，变成再生颗粒、滴灌带等产

品。“废弃农膜‘变废为宝’，推动农业经济与

生态效益实现双赢。”公司负责人李玉德说。

河西走廊气候干旱，农膜应用广泛。“加

厚 高 强 度 农 膜 韧 性 好 ，揭 膜 时 不 易 破 损 残

留。”民勤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段振佼介

绍，为促进更多农户使用加厚农膜，县里从农

膜生产、回收到利用构建起全产业链闭环，通

过价格补贴、技术服务、农机农艺结合等手

段，让企业和农户“两头甜”，全县农膜回收利

用率达到 85%。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长期性，农户和

经营主体很难从中直接获益，往往缺乏持续

投入的动力。”金书秦建议，通过机制创新加

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

复合种养、优化布局延链增值。

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已逐渐从攻

坚战转向持久战，从源头控制为主逐渐转向

全过程监管。2023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印发《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整建制全

要素全链条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

方案》。“方案以长江、黄河流域为重点，遴选

一批县（市、区）率先开展试点，探索整建制全

要素全链条推进机制和有效路径。”农业农村

部发展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放眼全国，从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

点，支持 162 个养殖大县整县开展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到在长江、黄河流域新建 65 个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点县，再到建设 440 个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24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试点推广加厚高强度农膜和全生物

降解农膜……提升农业含绿量，增加发展含

金量，随着一项项行动先后落地，农业绿色发

展成效越来越显著。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芳曼

农用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7年保持下降趋势

提升农业含绿量  增加发展含金量
本报记者   郁静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8%、
农膜处置率稳定在 80% 以上
……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农
药施用量连续 7 年保持下降趋
势，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取
得积极成效。针对源头减排、
循环利用等各环节，各地如何
强 化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全 链 条 治
理效能？记者进行了采访。

核心阅读

绿色种养循环加快推广、农膜科学使用

回收模式助企惠农……从源头减量到末端治

理，从强化监管到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治取得积极成效。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不仅有助于提升农

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也是加强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举措。然而，农业

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不确定性、滞后性等特

点，集成技术相对缺乏、市场参与度不足等问

题依然存在，防治工作任重道远。需要进一

步完善污染治理监督体系、推动农业结构调

整和布局优化，加强绿色农业技术研发与共

享，汇聚起推动农业减“污”、发展增“绿”的强

大合力。

绿 色 是 农 业 的 底 色 、生 态 是 农 业 的 底

盘。期待农业不断向绿而行，绘出更加美丽

的广阔田野、绿水青山，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新画卷。

期待农业不断向绿而行
郭   玥

■快评R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孙

秀艳）12 月 2 日，国家医保局在江苏苏

州正式启动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

济功能。在现场，杜女士通过自己的

“医保钱包”给身在河南的父亲转账

500 元，身为杜女士医保共济人的父亲

即时收到款项，用于看病就医。

据介绍，在国家医保局统筹推动

下，目前，江苏、河北等 9 个省份 31 个

统筹区，已正式上线医保个人账户的

跨省共济功能，打破个人账户原有地

域限制，进一步扩大其使用范围。这

对提升广大参保群众及其家庭的保障

水平、合理化配置资源都将起到积极

助推作用。

2021 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

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

子 女 ”。 今 年 7 月 ，国 办 再 次 印 发 文

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

亲属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

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医保个人

账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 6000 亿元，当

年医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 1.4 万亿

元。近年来，医保部门持续推进医保

个人账户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

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出占收入比例

从 2019 年 的 81% 提 高 至 2023 年 的

96%。目前，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23 个省份已

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1—10
月共济金额达 369 亿元。

一直以来，由于待遇政策、系统交互、信息传输、数据安全

等问题，医保个人账户跨省、跨险种共济存在诸多困难。此次

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路径探索，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

台，创新以“医保钱包”为载体，用信息化手段有效赋能医保体

制深化改革。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 1.5
亿，推进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有利于进一步用好用活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有效减轻群众负担，提

升保障能力。医保部门将持续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

加快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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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2月 2日电   （记者李波、侯琳良）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由中

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人民日报社、山东省委网信办指导的

“何以中国·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山东济宁曲

阜启动。

启动仪式上，专家学者代表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分享了在儒学经典注释解读、《永乐大典》保护修复和中

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故事和感悟，多侧面展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山东文化领域代表、演员代表等一

道，围绕“儒风新韵”“礼乐山东”主题，通过 AI 视频、数字人对

话、戏剧串联、论语诵读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儒家思想传承

发展的时代新貌，鲜活诠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

启动仪式后，媒体记者从济宁出发，深入临沂、日照、淄博

等地，多维度讲好“何以中国”的山东故事。中央网信办、国家

文物局、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新闻单位、中央

重点新闻网站等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网信、文物部门负

责同志，中央和省（区、市）网络新闻媒体记者代表等 300 余人

参加活动。

“何以中国·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长沙 12 月 2 日电   （记者盛玉雷）由人民日报社指

导、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召集，湖南日报社主办的 2024 党报评

论融合发展论坛 2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

是“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展现评论担当”。来自中央媒体、

地方省委宣传部、30 余家省级党报和学界、新媒体平台的代

表汇聚一堂，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激荡智慧、

凝聚合力。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浩东，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辑马宏伟出席会议并致辞。

与会嘉宾聚焦党报评论应如何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

机遇，围绕“改文风，拓展主流舆论的影响力空间”“出实招，培

养更多叫得响、受欢迎的文章高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论坛还举办了“好评新时代”党报评论融媒体精品分享活动，

由来自北京日报、湖南日报、南方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

青海日报等省级党报的代表展示优秀作品、分享经验感悟。

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是全国性党报评论工作交流的品

牌活动，致力于在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构筑主流叙述、奏响时

代强音，进一步提升党报评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至今已成功举办 6 届。

二〇二四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 者韩鑫）近 日 ，随 着“ 盛 畅

777”轮在海南洋浦获颁“中国洋浦港”船籍港船舶所有权证

书，我国首个国际船舶登记管理机构——海南国际船舶登记

管理局正式启动运行。

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于今年 9 月正式获批设立，主

要负责“中国洋浦港”籍国际船舶的登记、综合质量管理、检验

监督、船旗国服务、政策研究等工作，旨在构建与高水平自由

贸易港相适应、比肩航运发达国家（地区）的制度体系，通过实

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航运政策，加快航运配套产业和要素

布局，维系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事部门积

极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创新，海南全

岛新增航运类主体近 700 家，新登记或转籍“中国洋浦港”船

舶 47 艘，新增国际运力 533.21 万载重吨，海南航运业蓬勃发

展，各类航运要素正加速集聚。

我国首个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正式启动运行

本版责编：吴   燕   张伟昊   尚嵘峥

将传统院落打造为非遗工坊，让农特产品通过网络销售

到各地，林栖三十六院是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与三单乡“百

镇共建强基”行动帮扶共建项目之一。该项目集聚山区老手

工艺人、留守人员 500 多人，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个，不仅让非

遗工艺得到了有效传承，还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增收渠道。

上图：村民在林栖三十六院非遗工坊内制作蓝印花布。

右图：游客在林栖三十六院蓝染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影报道   

传统院落变身文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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