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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
展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绿色种养循
环是农业绿色发
展的有效措施。
推进绿色种养循
环，就是要统筹
兼 顾 生 态 、 社
会、经济发展，
优 化 调 整 种 植
业、养殖业之间
及相关产业内部
结构，发挥各要
素生态功能，实
现 产 业 相 互 融
合、内部系统物
质 多 级 循 环 的
生 态 格 局 ， 促
进 农 业 绿 色 高
质量发展。

推进绿色种
养循环，需要种
植业和养殖业合
理搭配、紧密结
合。按照各地区
资源禀赋及区域
生 态 类 型 和 特
征，通过农业产
业及经营主体内
部应用种养配套
耦 合 、 清 洁 生
产、废弃物综合
循环利用，实施
绿色种养结合。
统筹协调土壤、
水 体 中 的 水 、
肥、气、热、微
生物五大要素，
坚持构建种养结
合，粮饲、粮经、粮草结合，水
旱结合，林草结合等环境友好型
农作制度，因地制宜推广“稻鱼

（蟹） 共生”“猪沼果 （茶） ”
“林下经济”“草畜一体”等绿色
种养结合技术模式，实现区域农
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河南省黄
泛区农场建立了“小麦、玉米、
瓜果菜、大豆、花生+猪粪有机
肥+沼液+生物防控”的绿色种
养循环模式，形成了“绿色养殖
畜-黑膜贮液池-生态种植-秸秆
综合利用”的循环主线。安徽省
农垦集团华阳河农场实行稻虾综
合种养循环生产模式，虾的粪便
为水稻提供了所需的基肥，有效
降低化肥使用量20%以上。

推进绿色种养循环，需要全
面实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和清洁化生产。种植业要大力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养殖业要以
畜禽养殖规模化和标准化为抓
手，配套有机肥加工、沼气发酵
等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要加大
畜禽养殖场粪污无害化处理后续
产品在种植业土壤培肥、有机肥
替代化肥等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
用，全面实现畜禽养殖场及种植
业清洁生产。光明食品集团在实
行秸秆还田的基础上，推广秸秆
带湿收集压缩密封发酵作为奶牛
粗饲料技术，防止长期秸秆全量
还田以后产生耕作层土壤容重过
低的弊病，改善生态环境。北大
荒集团的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通
过休耕一部分饲料地，专门用作
牛粪转化还田，有效提高土壤肥
力，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推进绿色种养循环，还需要
逐步建立绿色种养结合监测监控
信息化体系。对典型种植、养殖
及相关产业活动、农业生产过
程、农业投入品变化、农业生态
环境，特别是农业水资源状况、
化肥和农药投入，畜禽养殖排泄
物及动物死尸处理情况、农作物
秸秆资源化利用及土壤质量情况
进行监测和实时评估，及时采取
措施进行科学干预和良性引导，
推进绿色种养结合。

（作者系中国农垦经济发展
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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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减药不减产

针对农兽药残留超标、产地环
境污染、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等问
题，国家倡导绿色种植，要求依靠
科技进步，引导农民科学合理施
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今年我负责的这个管理区大
豆种植面积 6200 亩，全部按照国
家大豆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要
求进行播种、田管等作业，现在
已经全部完成收割。从当前各地
块的收获情况来看，平均亩产大
概在 325 斤上下，同前两年相比平
均单产提升了 15％左右！”十月中
下旬，颗粒归仓后，内蒙古兴安
农垦索伦牧场规模化经营第三管
理 区 主 任 王 立 军 高 兴 地 说 。 据

悉，今年年初以来，索伦牧场开
展大豆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工作，同
时把大豆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
与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耕地轮作项
目、秸秆还田等项目相结合。一年
来，有效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量，
切实提高了单产水平。

依靠科技进步，减肥料、减农
药、不减产的绿色农业在全国遍地
开花。据江苏广电总台报道，在南
京溧水的吴村桥，今年一个水稻生
产新工艺诞生：插秧的同时，将全
生物可降解的膜覆在地面上控制
草害，达到减肥减药的效果。南京
市溧水区作物栽培指导站站长查
贵生介绍，通过这项技术的实施，
可以减少 30%农药、20%化学肥料
以 及 节 水 20% 左 右 ，提 高 水 稻 品

质，同时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明显促
进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报 告 2020》 显 示 ，
2020年全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
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
分别达到40.2%、40.6%，较2015年
分别提高了 5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
点；利用率提高使化肥和农药用量
连续多年实现负增长。

土地保护稳步推进

黑土层变薄、有机质下降……
东北黑土地上的这些问题引起国家
高度重视，从 2016 年底起，在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和自治
区选择100个黑土退化典型县，建设
了100个黑土地保护示范区。示范区

启动耕地酸化和土壤盐碱化治理，
发展节水农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使耕地质量等级稳步提升。

位 于 黑 龙 江 省 的 北 大 荒 集
团，其各分公司以及农 （牧） 场
利 用 秋 整 地 与 黑 土 地 保 护 相 结
合，通过推广秸秆粉碎翻埋、深
松耙茬起垄、秸秆覆盖免耕、秸
秆低温腐熟、畜禽粪污无害还田
处理等技术方式，切实保护黑土
地。着力加大水蚀沟治理力度，
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增加土壤肥
力和抗旱保墒能力，有效改善土
壤结构，为明年农业生产再丰收
奠定了基础。

在高效推进秋整地过程中，北
大荒集团广泛应用大型机械进行整
地平田、并埂扩池、开渠筑路，打造

“田、路、渠”相配套的大网格高标准
农田，增强农田排灌能力，提高耕地
利用率，降低种植成本，加快规模格
田替代一般农田的进程。

对于“十四五”期间包括黑土
地在内的耕地的保护，农业农村部
农田建设管理司一级巡视员陈章全
表示，要推进稳数量、提质量、保
生态的“三位一体”举措。其中，
提质量，就是要大规模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实施好耕地质量保护与
提升行动，特别是要保护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生
态，就是要治理修复耕地生态，推
动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促进耕地休
养生息和可持续发展。实施污染耕
地治理，力争到2025年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到93%左右。

在八百里秦川西部的一个小村
庄——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镇北星
村，一片荒芜的河滩沙地如今变成
了良田，绿油油的麦子长势喜人，
种类繁多的经济林带欣欣向荣，散
养的鸡、鹅、羊等畜牧业蓬勃发展。

这一切的变化都与一家农业合
作社——陕西京泰集团泰凤农业专
业合作社密不可分。

岐山县泰凤农业专业合作社是
陕西京泰集团为解决失地农民、贫
困户和无技术人员就业问题，于
2014 年 成 立 的 一 个 农 民 合 作 社 组
织。合作社吸收解决原农场及周边
55-65岁以上失地无生活保障、有劳
动能力农民工150人就业，带领他们

开展生态农业建设。
这里的土地在渭河边，过去大

多是沙滩地，水土保持无法保证，
天旱的时候就把种植的粮食、树木
旱死了；雨水多的时候就把种植的
粮食、树木涝死了。泰凤农合社从
别处挖好土填进去，并把京泰纺织
公司生产过滤不能再用的废弃棉籽
通过后地追肥模式倒入地里发酵，
使原来的滩涂地变成了好地，土壤
得到了改良。

大量滩涂地，原来都是一人多
高的荒草，农合社组织大家把草割
掉，把土地整理、土壤改良后再复
垦，再种上粮食，这样农作物就可
以保证成活率。

“原来这里是垃圾堆、水潭，草
都长满了，经过京泰公司把这里收
拾了以后，成了好地了，你看现在
已经种出好麦了，现在农民看到这
许多的良田，大家心里非常高兴。”
一名村民指着绿油油的农田说。

到目前为止，京泰集团泰凤农
业合作社对废弃的沙滩地进行了全
面改造，当年的荒地、沙地和滩
涂，现已变身为面积达 480 亩可耕
利用的土地，主要经营绿化苗木、

粮食、农作物种植，畜牧业养殖，
全年产值收入 500 万元，为改善生
态环境，充分利用土地，解决农民
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由于泰凤专业合作社是在渭河
滩涂上建立起来的，为了以工哺
农，专业合作社建设起了垃圾处理
场，把建筑和其他地方的垃圾统一
回收起来，处理成混凝土，加工成
砖头，再次用于建筑工程，既利用

垃圾，又保护了环境。
到目前为止，农业合作社已改

良土壤、复垦滩地200多亩，在滩涂
地大搞绿化工作，主要栽种绿化树
木，品种有女贞、国槐、五角枫、
柏树、广玉兰、樱花、桂兰、七叶
树、杨树等共计 10 万余株达 280 亩。
不但为合作社栽下了金山，也绿化
了大地，更为当地贫困户、困难农
民安排了工作。现在的泰凤农业专
业合作社年收入480万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当地村
民生活越来越富裕，农合社农民年
人均实现收入3万元左右。北星村七
组村民王平科家庭生活困难，两个
孩子学费及家庭日常开支没有保

障，京泰集团董事长王然劳得知其
困难后，将他安置在合作社种地、
看护农合社苗木，每个月固定的
3000、4000 元收入使他的家庭生活
有了保障，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北星村社员李永全、崔秋虎，
小时候由于家里穷也没有念几天
书，好多企业不要他们。自从加入
泰凤农业合作社，他们把渭河滩上
原农场的荒地、水潭、垃圾堆都通
过平整、复垦，种上了粮食，看到
一片片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苗，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一个
月有固定的 2000、3000 元钱收入，
生活有了保障，心情也好，人看着
也年轻了。

依澧水，傍澹水，入洞庭，津市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2020年以来，湖南省津市打造

“一镇一特色、一水一主题”，构建“一环两线
三片四镇五节点”美丽河湖生态空间体系，
切实扛牢“守护一江碧水”的责任。

依村就势、因地施策，津市在保留河道
本味和特色的基础上，实施水系连通、河道
扫障、清淤疏浚、坡岸整治等，打通水系连通
堵点 4条 13.2公里，清障河道 63条 183.79公
里，清淤疏浚河道 64 条 186.17 公里，清淤湖
塘 41 口 132.35 公 顷 ，整 治 河 湖 岸 线 总 长
189.20 公里。一些围堰筑坝、拦网养鱼被拆
除，关停沿河养猪等畜禽养殖场30多家。

与此同时，津市坚持治水与治污同步
设计、同步施工，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旱厕改厕等为契
机，对新洲小河、毛里湖双河口等临河排
污节点实施控污截污，铺设了雨污分离管
网等设备，并在辖区大堤堤坡建设水源涵
养林及滨水缓冲带，大大提升了农村集镇
雨污分离处理率。

一泓碧水润津城，水美乡村泽百姓。
津市市委书记黄旭峰介绍说，2020 年以
来，全市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
点县建设投入资金4.53亿元，对8个重点湖
泊、67 条农村河道和 41 口面积在 2 公顷以
上的农村湖塘进行了综合整治。如今，一
条条清澈的溪水潺潺流动，蜿蜒如带，串
起了石桥古镇、篱笆院落，呈现出一幅绝
美的山水田园风光。

管好水环境，用好水资源，做活水文
章，湖南省长沙县打造“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鱼欢、人和”的水美名片，用高
质量规划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

全县 50条河流，132座水库，1个湖泊，
5.8万余处山塘、沟渠等小微水体均纳入河湖
长制管理，实现了管护全覆盖。

河湖长制实施以来，长沙县推进防洪治
涝、水库新建、水资源保障、小农水工程、
农村安饮、水环境保护、智慧水利建设、水
利改革创新等工作。累计治理河长 181.23公
里，全面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涝、灌溉、生
态自净能力。完成 132座水库及 3400余处山
塘、灌排沟渠等水利基础设施除险加固及生
态治理，新建中型水库 1 座，有效提升了沟

渠湖塘库的蓄水、保水、调洪、灌溉等功能。因
地制宜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6处，有效恢复了
小流域生态修复功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5 万亩，新建乡村公园 50 个，新建环城绿
带 31.8 公里，造林 2.1 万余亩，水土保持率达
94.5%，大幅提升了县域水生态涵养能力。

当地还完成近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勾
勒出一副“田成方、渠相连、壤质优、土能保、
粮增收”的现代农业画卷。建设高效节水灌溉
新技术项目，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近
17 万亩，水肥一体化灌溉面积达 1.1 万亩，地
膜覆盖、水肥耦合、深耕深松等农艺节水改造
面积31.9万亩；完成了桐仁桥等6处灌区改造
工程，使中型水库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提高
到0.75，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

长沙县：美丽河湖助振兴
高新良

津市：守护好一江碧水
谭文斌

津市：守护好一江碧水
谭文斌

来到江苏省常熟市常福新
村四区的垃圾分类站，可以看到
有一座蓝色的小房子。“这是垃
圾分类智慧回收亭，设有纸类回
收、纺织品回收、塑料回收和电
子类回收四类。”苏再投常熟公
司总经理陈佩荣介绍，我们正在
常熟打造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
系，这在整个体系中是第一站。

陈佩荣现场演示回收亭的
用法：用手机微信扫描回收亭
屏幕上的二维码，登录选择垃
圾种类后，相应种类的垃圾收
集桶的盖子自动打开。将垃圾
投放完毕后，盖子自动合好。
不一会儿，垃圾重量、环保金
数额就在小程序的后台显示出
来。经过审核后，相应的环保
金就返还到微信账户中。

常熟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
体系一共有三级，即“回收站
点+回收集中点+分拣中心+N

（信息平台、流动回收、在线回
收） ”，一方面保障居民在前端
准确投放，另一方面推进可回
收物回收利用。目前，已完成
社区固定回收网点建设规划选
址33处。

借力新技术，常熟不少地方都在创新管理
手段。沙家浜镇上线垃圾分类小游戏，通过闯
关游戏赢奖品、长知识，获得百姓好评。沙家
浜镇苏南社区居民李美玲说，这个线上垃圾分
类的闯关游戏形式新颖寓教于乐，不但巩固了
垃圾分类的知识，还能抽奖。游戏推出短短3天
时间，参与人数就超过1万人次。

东南街道率先在常熟开发建立了全新的垃
圾智能回收和积分录入门牌识别系统。居民通
过官方小程序注册“数字门牌”，将自家信息与

“数字门牌”进行绑定，在垃圾投放点投放垃
圾，经督导员确认垃圾分类准确后，出示“数
字门牌”靠近终端机屏幕下方的扫码口就可以
进行自动积分。截至目前，常熟共有323个“三定
一督”小区完成信息化建设，小区信息化覆盖率
69.9%。今年，常熟“星级”小区全面安装监控设
备，鼓励探索建立“AI”识别智慧监控系统，提高
垃圾分类取证曝光和执法效率。

绿色农业 生态优先
金 朋 张克华

近年来，各地积极践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道

路，开展了包括启动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区秸秆处

理、农膜回收和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

生物保护等一系列绿色行动，全面推

进农业发展绿色转型。

绿油油田地上的幸福生活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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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按照“一花七叶、金道银廊”的总体布局，打造“宜居宜业”新水东，促进绿色农业展，助推乡村
振兴。图为当地乡村美景。 李晓红 蔡甜甜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现代农业示范园温室大棚种植的西
红柿喜迎丰收。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初冬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镇密
告村的芥菜陆续丰收。 黄晓海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