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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循环

蚊虫乱飞，粪臭扑鼻，这是人
们对一些拥有上规模养殖场的村庄
的印象。那些上规模的养殖场，饲
养量大，畜禽粪便清理难度大，整
个养殖场又臭又脏。一位村民就投
诉说，家附近养猪的农户好几家，
养殖规模在几十头到几百头。由于
猪粪猪尿没有清理，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

“当前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
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破解粪
污综合利用问题迫在眉睫。”几年
前，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

破解粪污综合利用，生态养殖
是重要选项。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2020 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
点》提到，要优化种养结构，推行
标准化生产，发展生态健康养殖。

生态养殖是指根据不同养殖生
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利用自然界
物质循环系统，在一定的养殖空间
和区域内，通过相应的技术和管理
措施，使不同生物在同一环境中共
同生长，实现保持生态平衡、提高
养殖效益的一种养殖方式。

其中，以种养循环为核心的生
态农业受到欢迎。在这样的循环系
统中，植物生产动物所需的食物。
微生物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分解
动物排泄物，成为植物的营养。微
生物也与植物共生，帮助植物吸收
土壤中的养分。当动物吃了以自己
排泄物经微生物分解后还田栽种的
植物后，形成了返补防疫，增强动
物自身免疫力。养殖 （动物） 与种
植 （植物） 的结合形成一个自然的
营养和防疫循环。

种养循环的模式合适于以小农
户为主体的农村。这样的小循环去
除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除了降低生
产成本、产出健康质优的农产品
外，还让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修
复，形成一个让农民增收并改善生
活品质的良性循环。

最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蒋高明团队在国际期刊上发
论文，发现禽畜粪尿是生物质氮最
大贡献者。蒋高明说：“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离开化肥生产不出足够
的粮食来。实际不是。”这项研究
为我国种养循环的高效生态农业发
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比如，在蒋高明团队所办的弘
毅生态农场，300 头牛产出了大量
有机肥，约养地 600 亩。弘毅生态
农场的土地“六不用”，杜绝使用

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激素
与转基因种子，杂草也被利用起来
养地，产量早在10年前就实现了吨
粮田，亩产有机小麦玉米2000斤以
上，且一直稳产高产至今。

变废为宝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日期
间，李云凤也没有闲着，带着学员
帮助合作社秋收，拉玉米秸秆给发
酵床下的猪舍，上山采集微生物，
制作各种生态农资。

李云凤是长春市云凤农牧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在日前由世界乡村
复兴大会组委会、山西农业大学共
同主办的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
上，荣获了大会颁发的神农奖。

李云凤研究出的生态农业种养
相结合的“发酵床养猪法”，使玉
米地、猪舍、厕所实现无污染和纯
绿色的生态循环链，经过近17年的
发展实践，将生态有机农业技术传
播到更广袤的农村土地，带领更多
的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自 2004 年起，李云凤在机缘巧
合下发现了发酵床养殖，与解放军
兽医大学毕业的畜牧师李仕杰共同
将发酵床技术本土化。发酵床养猪
技术的核心在于人、动物、植物、微
生物的合理搭配。发酵床中的微生
物将猪的粪尿分解，变成菌体蛋白
并释放热量，菌体蛋白能起到防疫
的作用。微生物以猪的粪尿为食物，
产生菌体蛋白，菌体蛋白又被猪本
身食用，这就是返补防疫。

合作社的生态猪养殖方式打破
了传统养猪污染环境和疫病防治两
大绕不开的难题，即使在非洲猪瘟
横行的时候依然可以随意参观，并
且采用“政府+公司+合作社+农
户”生产模式，推广庭院经济，实
施社员制和订单式营销方式，带动
几百位生产者社员 （村民） 及消费

者社员 （市民），合作生产，共同
盈利。

2016年开始，他们推广生态农
业联盟省县乡服务站，由归乡大学
生指导当地农民从事生态养殖。现
已组建吉林、北京、上海、内蒙
古、陕西、河南、山西、福建等12
个省份，25个服务站，带动千余户
农户从事生态养殖。

“我们的种养循环是遵循大自
然的规律，杜绝了化学品的投入，
可以很好地涵养土地，并能生产岀
高品质农产品，对空气和地下水也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农民一家一户
都能操作参与其中。”李云凤说。

专家评价，李云凤的发酵床养
猪技术能节约饲料 20%以上，节水
80%以上，农作物副产品循环利用，
又节省劳动力，还能够防疫病，医药
费能节省 80%左右，同时猪圈无臭
味，无蛆蝇，能进行大众化生产。

生态养殖既是政府的要求，也
是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
近些年来，生态养殖逐渐在各地兴
盛起来。诸如一些地方实施的沙地
散养猪模式；广西农业部门积极推
广的“微生物+高架网床”“微生
物+半漏缝地板+自动刮粪+异位发
酵”等生态养殖模式；多年从事桑
产业研究的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任荣荣等推动的桑叶生
态养殖模式；浙江桐乡市华腾牧业
不仅零排放，还把猪粪猪尿都变废
为宝的生态养殖模式……

生态养殖所采用的种养循环
方 式 ， 把 整 个 畜 禽 排 泄 物 处 理
好、利用好，又让有机种植有了
充分的养分来源，使农村生活环
境更加美好。

题图：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土
市镇三广村一带，金黄稻田与高速
路、新农村辉映成景，美不胜收。

黄春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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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
假，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普古乡娘
娘山、卧落村等“网红”景区游
客爆满。参天古树、小桥流水、
错 落 别 致 的 民 居 ， 在 山 水 画 卷
中，洋溢着人们幸福的笑脸。

“自从实施农网升级改造后，
充足的电力为山乡振兴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贵州六盘水盘州
市普古乡卧落村主任黄高华说。
有了电力支撑的卧落村“复活”
了，很多农民开起了农家乐、民
宿，成了游客爆满的“网红村”，
给村民带来不少“真金白银”，真
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乡 村 振 兴 ， 离 不 开 产 业 振
兴。充足可靠的电力是乡村产业

振兴的基础，尤其是纯农业乡镇
的小微企业。

在普古乡普古村森木木业有
限公司木制品加工基地，这家从
事木制品加工的小微企业正有序
生产着，公司的负责人是在外打
工多年的邻村人余象，看到家乡
发展得越来越好，基础设施越来
越完善，今年 5 月他毅然回乡创
业，生意蒸蒸日上。

而这片企业所在地之前是一
片荒地。南方电网六盘水供电局为
对接乡村振兴发展新需求，2018年
在街上新安了两台容量400千伏安
的变压器，可以满足像森木木业公
司一样的 20 家左右小微企业的用
电，还能满足当地200户居民用电。

成都向南100公里，是仁寿县
禄 加 镇 天 峨 乡 双 茶 村 和 红 星 社
区。这里地处穹窿地貌的边沿地
带，形成了深丘地形和山地地形
相结合的独特地貌，林木茂盛，
耕地少，开垦难。由于地理位置
偏 僻 ， 这 里 一 度 缺 乏 现 代 化 产
业，当地村民只有外出打工才能
生活。

山清水秀的美丽生态是这里
最宝贵的资源——茶灵谷的森林
覆盖率达到80%以上，遍布的油茶
树、松林、竹林，对人体健康有
益的负氧离子含量可达到每立方
厘米 1300—1600 个。在“绿水金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的 理 念 倡 导
下，当地政府决定在不破坏自然
环 境 的 情 况 下 发 展 旅 游 观 光 产
业，带动产业现代化，打开村民
致富的新路子。这一理念吸引了
广泛的关注和投资，仁寿创森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61 亿

元，在此全面建设西南地区首家
山地运动公园——天府茶灵谷山
地运动公园。

园区占地 1300 余亩，历经近
两年规划建设成功。园区依托茶
灵谷“山、林、谷、田、村”有
机融合的广袤空间，打造了一座
集森林探险、休闲度假、亲子娱
乐、营地教育于一体的高标准、
国际范的综合性山地运动公园。

同时，依托项目区内数百亩
百年老茶林，通过冷榨冷提工艺
生产的百年古树山茶油—茶灵谷
有机山茶油也成功上市，目前在
各大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场销售。
精深加工的产品山茶油洗护系列
以及特色旅游商品受到游客欢迎。

今年10月1日，公园举行了盛
大的开园试营业仪式。随着园区
开放，曾经的穷乡僻壤、冷清山
野的地方将变成熙熙攘攘、热闹
繁华的公园。

绿色农业对建设美丽乡村意
义重大，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
石。美丽乡村建设的本质是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绿色农业是汲取生态、产业
化的精华，以农产品安全生产为
抓手，以高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为目标的先进发展方式。

农业绿色发展与美丽乡村建
设融合发展的宗旨是通过立体种
养、农牧结合，提升农产品质
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污染防控
率，带动农民致富，同时，使山
水林田湖草资源得到保护。

农民要富，农村要美。建设
美丽乡村，打造绿色农业需要注

意以下四点：
第 一 ， 要 优 化 农 业 产 业 布

局，逐步建立起农业生产力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发展
新格局。加强生态循环农业建
设，着力推进农业资源利用节约
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条
生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

第二，打好农业污染治理攻
坚战。深化乡村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减少污染物堆积，避免
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注重协同
自然资源经营与管理，最小限度
使用化肥、农药等资源，推广立
体种植，提高土地产出率，推动

生产过程生态化，积极探索生态
产业化道路。

第 三 ， 创 建 绿 色 农 业 品
牌。我国具有地域辽阔、物产
丰富，农产品区域性、差异性
特征明显等品牌基因，具有打
造 绿 色 优 质 农 业 品 牌 的 条 件 。
农 业 品 牌 关 键 是 要 靠 企 业 构
建、靠市场优胜劣汰。

第四，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
系。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构建美
丽乡村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要建立政策的激励机制、法律的
约束机制、市场的选择机制、科
技的支撑体系。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包括生活污水、
农药化肥、秸秆废弃物
等，更包括大量畜禽养殖
废弃物。针对畜禽养殖污
染，多地推行生态养殖，
鼓励种养结合。许多农民
朋友、科研人员不断提高
生态养殖技术，使土地、
畜舍实现无污染、绿色循
环，使养殖废弃物实现资
源化利用。

农民要富 农村要美
鞠立新

农民要富 农村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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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小乡村变繁华公园
杨 波

眉山：小乡村变繁华公园
杨 波

盘州：农网升级照亮网红村
李 泵 刘菲菲

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荷韵小镇，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大
学生志愿者用手中的画笔和彩色颜料，美化乡村外墙。

王 昊摄 （人民图片）

俯瞰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桥村，白墙红瓦的房舍和绿树田野融为一体，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现代气息的乡
村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 陈 晨摄 （人民视觉）

10月18日，浙江省宁波市全民健身季“美丽乡村健身行”系列活动
暨“云上大堰”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西畈村进行，上千名游客、户外运
动爱好者参加了活动。图为游客体验水稻人工脱粒。 严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