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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这首动人的旋律
歌唱的葡萄丰收情景，如今在宁夏贺兰山东麓也出现了：如绿玉
一般的葡萄园片片相连，镶嵌在戈壁荒滩上，让曾经沉寂的土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贺兰山东麓拥有利于酿酒葡萄生长的独特水
土，如今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
之一，葡萄种植业已成为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紫色契机

秋分时节，绵延的灰褐色贺
兰 山 下 ， 一 列 列 葡 萄 架 整 齐 林
立，一串串饱满莹润的葡萄在重
重叶片掩映下，散发出成熟果子
的香气。游人们手捧酒杯，在葡
萄架间流连。而在 40 多年前，这
里还是戈壁荒滩，砾石遍布、风
沙漫天，大片荒地无人开垦，谁
能想到几十年后，曾经的戈壁荒
漠已变成连片绿洲。

宁夏自古就有葡萄种植的传
统，古诗云：赤落蒲桃叶，香微
甘草花。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
人们重新发现了葡萄与宁夏的不
解之缘，贺兰山东麓也得到了新
的发展机遇。

笔者在宁夏金山试验区亲手
栽种葡萄苗时，一铲子下去，碰
到的全是拳头大的石块。由于洪
水多年冲刷贺兰山，这里的土壤

主要由砾石和沙粒组成，有机质
含量少，土壤持水量低。贫瘠、
干燥，这些本该是农作物种植的
劣势，在这里全部转变为葡萄种
植的优势，贫瘠的土壤能有效控
制葡萄产量，保证作物品质；土
壤持水量低、通气透水性强，葡
萄藤因此能够扎根到深达几米的
地方，同时起到了防风固沙、涵
养水土的作用。

据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的李
茹一博士介绍，绵延200多公里的
贺兰山山脉阻隔了来自腾格里沙
漠的风沙和来自西北的寒流，流
经宁夏的黄河为葡萄灌溉提供了
充沛水源。

“一山一河”使贺兰山东麓形
成了积温适宜、日照时间长、气
候相对干燥、昼夜温差大的独特
小气候，使葡萄具有香气发育完
全 、 色 素 形 成 良 好 、 糖 酸 度 协
调、病虫害少等特征，具备生产
中高档葡萄酒的基础。

绿色选择

对于宁夏来说，大力发展以
葡萄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是目光
长远的选择。葡萄种植不仅能够
改善生态环境，还有广阔发展前
景。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葡
萄酒消费量将达到 50亿瓶，未来
市场空间巨大。宁夏农垦局 1997
年起大量引进纯种繁育种苗，从
苗木引进繁育、葡萄园管理，到
酒庄建设、葡萄酒酿造、销售，
都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标准和管理
办法，为产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
撑和法律保障，全力扶持葡萄产
业发展。

生态农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投
资者的加入。十几年前，志辉源
石酒庄所在地还是废弃的采砂矿
区，目之所及都是开采后遗留的
砂坑，亟待进行生态修复。庄主
袁辉历时 6 年，利用砂石采空区
的错落地势和废弃石料，精心营
造出一座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葡
萄酒庄，解决了荒地的利用问
题，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提
供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现
在，漫步在酒庄内，大小湖泊如
蓝宝石一般镶嵌在绿地上，随处
可见体现二次利用理念的建筑设
计：建筑外墙使用的大小不一的
石块，来自葡萄种植前开垦荒滩
筛拣出的废料，别具原生态美

感；楼梯吊顶使用的褐色建筑材
料，竟然是浸泡过盐水、修剪后
废弃的葡萄藤，消音且环保。

贺 东 酒 庄 庄 主 龚 杰 依 靠 葡
萄，实现了从煤炭产业从业者到
生态农业参与者的身份转型。刚
刚接手酒庄，他就面临了葡萄苗
大面积死亡等危机，但他仍然坚
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
力，替换掉之前纯度不够的苗
木，改变了旧有的栽种距离与方
式，引进先进的酿造机器……即
使葡萄产业获得经济收益的周期
长，不确定因素多，他仍初心不
改，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投资
逐渐获得了回报，打造了贺兰山
东麓产区最北端的酒庄。

多彩未来

生态农业是农业种植、加工、
销售、服务业、旅游综合为一体，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贺
兰山东麓的生态农业以酒庄为发展
单位，集地域化品种种植、优质化
葡萄生产、精细化葡萄酒酿造、特
色化品牌营销、生态型特色旅游于
一身。在酒庄内，人们不仅可以在
葡萄园里亲手采摘葡萄，在田间地
头品尝新鲜，还可以参观酿酒车
间、灌装车间，近距离观察葡萄酒
的生产过程，品鉴各具特色的葡萄
酒，全身心体验葡萄酒文化。现
在，已有 22 个酒庄开拓了旅游业
务，年接待人数达 40 万人次以
上，葡萄成为宁夏全域旅游不可或

缺的组成元素。
原隆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

庄，据立兰酒庄庄主邵青松介绍，
酒庄为 80 多位村民提供了固定工
作岗位，帮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工
作。目前，从葡萄种植、葡萄酒加
工销售到旅游服务产业，贺兰山东
麓葡萄产业每年能为生态移民提供
12 万个就业岗位，工资性收入占
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

贺兰山东麓的葡萄熟了，截至
目 前 ， 贺 兰 山 东 麓 建 成 酒 庄 86
个，年产葡萄酒近 10 万吨，综合
产值超过200亿元，先后有40多家
酒庄的500多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
中获得奖项。贺兰山东麓已经被确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产
出的葡萄酒已经香飘海外，葡萄成
为极具开发潜力的优质绿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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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稻香果甜稼穑忙

平顶山市去年入选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在“循环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的战略布局
下，平顶山打通农牧循环圈，形成“种植-饲料-养殖-
有机肥-种植”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链条，由农产品单一
模式延伸至农、林、牧、加、旅游等多产业复合模式。

过去，畜禽粪污、病死畜禽一度是平顶山农业的主
要污染源。平顶山对农业废弃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全市总结推广了“农牧结合、就近利用”“林
牧结合、自然利用”“协议消纳、异地利用”“无害处
理、集中利用”“加工制肥、分散利用”“就地还田、直
接利用”等六种循环利用模式。仅在 2016年就已建成覆
盖全市的病死畜禽收集处理体系和 5 条产能 30 万吨以上
有机肥生产线，养殖企业流转粪污消纳用地 30 多万亩，
为实现废弃物资源化、生产清洁化、环境生态化找到了
出路。

近年来，河南省平顶山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探索出“百亩千
头生态方”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将牲畜粪便处理后
通过管道回田，提升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当地
先后培育了“清壤园蔬菜”“众口菜粮”“滍源生猪”“金
牛足”“龙潭峡树鸡”“曹镇大米”等一批舌尖上的“绿
色招牌”。这些美味既保障了村民餐桌上的安全，又鼓起
了村民的腰包——90%以上的农户参与到“企业+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中，农民 80%的
收入来自农业产业链条。

象山：渔光互补生态美

方池如鉴碧溶溶，锦鲤游扬逐浪中。在浙江省宁波
市象山县，一派水光潋滟、鱼翔浅底的景象在黄沙塘中
铺展开来，鱼儿与光线宛若跳动的音符奏响了一曲生态
农业之歌。在象山东北角，有一个屏山傍海的涂茨小
镇，广阔的滩涂海岸和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使当地人
把太阳能发电和现代渔业养殖相结合，创造出了“光伏
发电+渔业生产”的绿色能源发电项目。

瞭望远方，打桩机正在将一根根圆柱打入黄沙塘底
部，工人师傅们协力将一根根数米长的银色钢架搭建在
圆柱上，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光伏系统架设在鱼
塘之上，最大化利用空间资源，形成“上面发电、下面
养殖、科学开发、综合利用”的建设模式，促进农业和
新能源产业同步发展。

据了解，黄沙塘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可持续运营
25 年以上，年发电量可达 2373 万千瓦时，折合标准煤
9492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3658吨，减少二氧化硫
700吨以上、碳粉尘6454吨。最后将建成为集水产养殖、
科研示范、生态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
地。

每天清晨，东升的第一道阳光照在黄沙塘的太阳板
上，带动设备运转发电。象山波光粼粼的鱼塘上，渔光互补
的“基因”正逐渐下沉到水底的泥土里。象山正通过促进农
业和新能源产业同步发展探索着生态循环发展的“样本”。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当绿水
青山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依托，一幅幅
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画卷正在祖国各
地的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

我 国 大 力 推 进 生 态 农 业
建设，最近各地涌现出很多富
有特色和活力的生态农业产业
集群。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集群、河南平顶山新型稻
米基地、浙江象山光伏发电渔
业等，都是把生态放在首位的
现代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无
论是集合加工、销售、服务、旅
游为一体的绿色农业，还是把粪
便处理、防疫、发电、污水处理、
环境治理等作为产业基础的环
保型农业，都是以生态为核心理
念的现代化农业。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对乡村
振兴意义重大。就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
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学习时
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
障。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党 的 农 业 发 展 路 线 和 方
针，清晰地指明了农业生态化
发展的方向。过去，单纯注重
经 济 效 益 的 发 现 模 式 ， 对 环
境、生态和资源的重视不够，
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空
气土壤污染、能源浪费等等一
系列问题，人民生活的环境质
量大大下降，事实证明是不能
持续和长久的发展道路。生态
和发展本可以和谐统一，但在
实际生活中，有时是需要平衡
的一对矛盾。对于生命来讲，
生 态 环 境 的 完 好 是 生 存 的 基
础。以生态环境、资源破坏为
代价的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
的基础不复存在，后果非常可
怕。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生态农
业的蓬勃发展将助力广大乡村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美好未来。

现代生态农业集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把
生态和社会效益一起融合到农
业发展道路上，是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核心之一。生态作为整个
农业产业的核心和支柱，会把
对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破
坏降到最低。同时，以生态为
龙头的发展模式，会带动以能
源 创 新 、 生 态 保 护 、 环 境 保
护、水资源保护、土壤改良等
等一大批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
对整个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这无疑是具有巨大社会效益的
发展模式，绿
水青山也就是
真正的金山银
山了。

生态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卢福成

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沙产业示范区 据百度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沙产业示范区 据百度

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葡萄园中的舞者 宁晓刚摄

浙江湖州渔光互补 据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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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安徽绩溪县家棚乡尚村乡村美景 林祖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