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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农业分为工
业化农业与有机农业。工业化农业形
成于工业文明中期，将终结于后期，
属于工业文明时代；有机农业形成于
工业文明后期，将兴盛于生态文明时
期，属于生态文明时代。

传统农业包含有机农业的部分
元素，但不是今天所说的有机农
业。传统农业属于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时代开展的工业化农
业有利有弊，弊端是引发了食品安
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
态环境安全与国际农业安全五大农
业安全问题。近年来理论研究与大
量实践证明，有机农业可以“一箭
五雕”，最终彻底解决当代农业的安
全问题，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2012 年中共十八大做
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
策，中国开始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阶段，开启了生态文明替代工业
文明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大形势
下，工业化农业开始走下历史舞
台，有机农业正在正式登台亮相。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其有机农
业的形态也不同。中国特色的有机
农业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承担着两
项任务：第一，彻底根除并终止工
业化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称为
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第二，改变
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
称为建设生态环境的任务。

完成上述任务的首要工作，就
是在全社会形成关于建设有机农业
的广泛共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工
作，即城市消费者与乡村生产者对
有机农业建设的认识。今日城市在
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力量、社会力
量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因此，城市
消费者的生态文明觉悟对全社会发
展有机农业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
选择工业化农业产品进行消费，事
实上就是无形中选择了支持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相反，如果选择有
机农业产品进行消费，就是选择了
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同样的道理，
在乡村，选择进行工业化农业生产
意味支持破坏生态环境；选择有机

农业产品进行生产，就是支持保护
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

知行合一。在解决思想认识问
题的同时，还要采取正确行动。有
机农业引进我国已经 30 年，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
践 探 索 与 理 论 研 究 成 果 。 比 如 ，
朱安妮团队发明生物菌肥，探索
出 了 有 机 好 吃 不 减 产 的 方 式 方
法；张格尔发明了用食品级产品
防治作物虫害的庄家沐浴露；号
称敲开昆虫世界大门第一人的高
兆生，发明了人工养殖螳螂重建
作物生态系统的技术体系；李云
凤合作社在发酵床养猪方面成功
解决了种养结合、节水、可利用
秸 秆 、 节 料 、 无 臭 、 不 污 染 环
境，可培肥地力的问题……

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由衷期
盼 着 有 机
农 业 在 中
国 大 地 开
出 更 加 绚
丽的花朵。

3.成效和趋势

现在不少人对发展有机农业仍存
顾虑：不使用化肥农药会减产。在贺建
增看来，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做有机农业需要有完整的技术
体系，是在传承传统农耕方式和农耕
技术的基础上，再充分融合现代无害
的农业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微生
物技术、育种技术、耕作方法，形成
完整的有机生态产业链，从而实现有
机农业不减产。”贺建增介绍，2007
年开始，衡荣农业开始引导村民种植
有机中药材、有机杂粮，2010 年、
2011 年种植面积曾达到 2000 多亩。
2011年，风调雨顺，下木角有机旱作
苦荞亩产量曾达到 440 斤，黑豆产量
曾达到 600 斤，是有机旱作高产的典
范。 2010年诞生第一户年收入超过5
万元的农户。

土壤健康是有机农业生产的基
础，是作物产量的基本保证，肥沃的
土壤产量高、产品品质好。有机农业
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逐步修复土壤，
把化学农业造成的土壤板结和被破坏
的土壤微生态系统逐步修复。有机农
业不仅提升土壤营养水平和健康水
平，还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
化学农业与有机农业的不同在于，在
化学农业生产中，肥料是直接作用于
植物的，不太考虑土壤的健康；有机
农业生产中，投入品一方面要考虑植
物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考虑土壤营养
和土壤微生物种群的平衡，同时，植
物的代谢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土壤，
这样投入品、植物、土壤就形成了三
角平衡的关系。在这样的耕种方式
下，土壤会越来越健康。

近日，在山西长治举行的“共建
三亲教育生态村”联合年会上，贺建
增对笔者表示：“有机农业把杂草、

昆虫、细菌看作是人类的朋友，不
是敌人，给各种生物都留下合理的
生存空间，包括植物、动物、微生
物 为 一 体 的 有 机 生 态 产 业 循 环 体
系，可以保护并恢复区域内的生态
系统和生物链平衡，并且通过提升
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有益菌群来改善
土壤微生态系统，大幅度降低病虫
害的影响。”

长期从事有机农业研究与实践
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告诉笔
者：“我们只有用全域有机农业的办
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田生态系
统 、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 森 林 生 态 系
统、水域生态系统以及生活区生态
系统安全，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
保障，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目标。在现实情况下，要求到具体
的每一个人、每一行业、每一乡村生
产单元、每一技术环节，都严格按照
有机农业要求把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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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让土地和食物
越来越健康的生产方式
——有机农业正在各国流
行起来。联合国粮农组织
定义，有机农业是一种改
善和提高生态系统健康的
生产管理体系，包括利用
生物循环和土壤生物活
性。最近20年来，中国有
机农业实践者不断开拓创
新，使全国有机农业的耕
地面积和产量都位居世界
前列。有研究指出，未来
10年，中国有机农业生产
面积以及产品年均增速将
达 20%-30%，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1.困境和觉醒

现在北京凤凰耕读书院上学
的二年级学生李培浩，来自广东
茂名化州市的乡村，曾在村里做
了三年村长和两家村集体企业的
董事长，与村民一起募集过数千
万元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馆、幼
儿园、小学、村集体企业、合作社、
污水处理站等，村子成为地方新
农村建设的榜样，他本人也当选
为化州市人大代表，被大家认为
是成功人士。

“ 但 我 自 己 感 觉 是 不 成 功
的！”李培浩对笔者说，“大量使
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化学农业
生产方式，导致土壤严重退化，香
蕉都长不起来了，这样的生活缺
乏幸福感，是不可持续的。”

乡村振兴必须寻找一条可持
续的发展道路！

2018年李培浩离开家乡和亲
人，开始外出求学。他在 20 多
个省市学习乡村建设期间，接触
到了有机农业。“刚开始我对有
机农业不感兴趣，认为不用农
药、化肥、除草剂等，根本种不
出农作物来，再加上村里的土地
大量荒芜，种地亏本，都没有人
愿意种地！”现在他学有所成，
感觉很充实，也认识到发展有机
农业、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让
村民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李培浩还在凤凰耕读书院开
设的有机农业课程上，学习到了
生物动力农法，认识到有机农业
不仅仅是农业，更是一种哲学，
特别强调土壤必须要健康，有了
健康的土壤，才会有健康的食
物，才会有健康的人！

学习之后，李培浩协助父亲
在老家用有机的方法种植蔬菜，
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下一
步李培浩准备带动全村进行有机
农业种植。

像李培浩一样，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过量使用农药化肥造
成农田生态系统退化，更严重的
是，那些有大量农药、化肥、激
素残留的食物，通过生物放大作
用进入人体，造成消费者身体素
质下降。“人们看到的最基本事
实是——用工业化改造农业的短
短几十年间，维持资源环境可持
续的生态农业模式受到冲击，也
造成农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
染。”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三农”问题专家温铁
军如是表示。

2.行动和实践

贺建增是衡荣农业创始人，
耕读大学执行校长，乡村振兴的
先行者，祖籍山西省原平市西桥
村。2004 年，33 岁的贺建增痛感
故乡乡村的荒芜与衰败，做出决
定 ： 离 开 青 春 挥 洒 过 的 特 区 深
圳，放弃从事十年之久的高薪 IT
行业，投身有机农业，把农民组
织起来，开发山区资源。

先期调研中，贺建增利用半
年时间走过了山西 40 多个县、200
多个村子，发现家乡的自然气候等
条件发展有机农业十分有利，他还
意识到，随着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等问题的凸显，人们对有机健康食

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都让他坚定
了投身有机农业的决心和信心。

2005 年—2010 年，在老家山
西，贺建增探索出了“有机生态
产业链”模式，实现了“有机农
业不减产”。2011 年，正式提出

“衡荣有机村”概念，经过四年实
践，2015 年，建成了衡荣第一个
有 机 村 —— 山 西 省 太 谷 县 厚 产
村，该村村民在老支书杨丕凤带
领下，于 2015 年率先做到了化肥
农药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不进村，
实现了全域有机生产。2018 年，
他 们 全 面 推 动 实 施 全 域 有 机 农
业，落地“三亲教育生态村”，实
现了多个全域有机村。

贺建增对全域有机生态农业
产业链的定位是：因地制宜，合

理安排轮作间作体系，保护自留
种子，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生长
激素、地膜等污染环境和危害健
康的投入品，将传统的耕作方式
与现代无害技术 （比如微生物技
术、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耕作
方 法 等） 进 行 融 合 ， 形 成 低 成
本、可持续的包括植物、动物、
微生物为一体的有机生态产业循
环链。

黑龙江省五常市的王琳，从
2014 年 开 始 种 植 两 亩 地 酵 素 水
稻，组织酵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2015 年发展到 10 亩，2016 年
30亩，2017年 50亩，到 2019年已
扩展至近 70 亩，王琳与村民践行
的酵素农业，不仅提升了水稻品

质 ， 亩 产 量 也 于 2019 年 达 到 了
1100斤，超过了同年的化学农业。

2019 年五常市经历了两次台
风，当地采用化学农业方法种植
的水稻大面积倒伏，减产严重。
但他们采用酵素种植这种有机方
式种植的水稻，在台风中几乎没
有损失。

现在，中国民间有机农业发
展势头迅猛，同时，政府也积极
支持发展生态农业。2017 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绿色有
机农业的发展。在一号文件中多
次重点提到“有机农业”。中国农
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杜相革表示，10 年后，中国有
机农业规模将会达到1亿亩，有可
能主导世界有机农业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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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萱华水库有机水稻种植中心，农民使用现代化机械耕作。林祖贤摄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通过发展有机
农业、休闲农业，带动农户走上致富路。图为游客
在当地采摘樱桃。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吉水县以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为
引领，助推发展智慧农业、绿色有机农业。图为
农技人员正在纹络式温室育秧苗床查看稻秧生长
情况。 廖 敏摄(人民视觉)

安徽省合肥市流荇蓝色农业有限公司蔬菜种
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有机蔬菜。

徐 勇摄(人民视觉)

安徽省宣城市朱桥乡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力建设皖南文化特色“摇橹小镇”，让人游走乡
间，步步有景，处处入画。当地还积极发展“梦里水乡”田园综合体，打造包括生态蟹虾基地、绿色
稻渔基地、生态果蔬基地、亲水有机农业体验基地、滨湖休闲与高科技展示基地在内的五大产业基
地。 李晓红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立足生态优势，聚力
发展有机农业。截至2019年9月，南阳市建成绿
色有机农产品基地 135万亩。图为农民将采摘的
金银花交给收购企业。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