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龙双雪A12

居城市高楼间也能享受田园生活居城市高楼间也能享受田园生活

四川科道创造四川科道创造““城乡四态循环农业建筑系统城乡四态循环农业建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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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道农业立体种植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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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想象一下，在冬日暖阳照
耀下，城市居民推开阳台的
门，是一眼望得到的绿色有机
果蔬。零污染、零排放，在家
中便可实现农业生态循环，这
是一种什么体验？

12月初，记者跟随国务院
参事、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
事长仇保兴来到四川省成都
市双流区，走进四川科道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验基地，就
该公司独创的“城乡四态循环
农业建筑系统”进行调研采访。

城市居民的“私家菜园”

自家的楼里楼外，全部种
上有机果蔬，做饭时伸手揪几
把，就能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菜
肴；真空吸污的厕所，污水通
过真空管道时加入少量冲洗
水进入真空罐内，再进入沼气
系统，形成了一条生态循环之
链……这些想法正在通过“城
乡四态循环农业建筑系统”变
为现实。

提出“生态农业可循环建
筑”发展模式的人叫宋志远，是
四川科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董事长，长期致力于倡导绿
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
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
动力。他的出发点是把立体
种植技术与城市居民小区结
合起来，共同打造一个封闭的
零排放、零污染、高质量的城
市生活系统，让每户居民都能
拥有自己的“私家菜园”，打
造科道农业。这个模式听起
来新颖，但实际上，该公司已经
探索实践了20余年。

“种植用的箱体是专门设
计的，可拆卸安装，便于替换；
土壤经过精心改良，并定期替
换进行休耕；果蔬幼苗会在农
业工厂育好再移植过去。”宋
志远向记者介绍，“居民只需
要在每年年初‘点好菜’，决定
具体要种什么菜，成熟了再采
摘食用即可，种植过程可以全
部委托物业公司进行管理。”

科道农业将生产有机产
品、无污染、循环发展、促进城
乡居民身心健康作为关键
词。宋志远说，立体种植技术
不是简单地把菜种在楼体外
墙的水泥里，而是在楼体外搭
造标准的附属钢架，在钢架上
放置花盆来种菜。此外，在一
些乡镇或农村，也可以依托楼
体建成立体循环生态系统。
宋志远介绍：“菜架不是简单
地叠加，而是分层次分种类地
种养殖。比如在一楼的菜架

下可以养鸡，在楼前空地可以
挖塘养鱼。菜叶可以喂鸡，鸡
粪用来养鱼，循环无排放，全
过程无公害。这样不但能吃
到新鲜绿色蔬菜，也能品尝
到高品质的鸡肉和鱼肉。”

宋志远表示，“城乡四态

循环农业建筑系统”的核心思
路，是把社会生活中的生态、
业态、形态、文态四种状态，和
谐地融入到一个生产模式
中。其中，生态建设完成了
绿化环境提升环保水平的目
标；业态建设可以生产水果、
蔬菜、花卉等供应城市；形态
建设不但有整体的空间效
果，还可以把树木种成椅子、
桌子甚至凉亭等各种家具；
文态建设则使整个系统具备
了文化艺术氛围，提升城市
格调和生活质量。

立体花园妆点钢筋水泥的城市

提起农场，人们常常联想
到乡村、田野、稻田等，如果将
城市和农业组合在一起，会产
生奇妙的反应吗？

成都的冬季湿润而寒冷，
整座城市被云层覆盖着，但科
道农场里依旧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记者走进农场，参观了
科道农业的生态模式。事实
上，这并不是普通的农场，更
像一个“实验基地”。四川科
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助理仲虓告诉记者：“这里主

要用于做实验、搞研发。在发
展都市农业的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技术上、产业上的问题，
都会在这里探索解决方案。”

据介绍，“科道农场”是由
四川科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打造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也
是其打造“城乡四态循环农业
建筑系统”的实验基地。该基
地于2009年底开始建设“现代
农业试验区”，至2010年3月，
试验区已完成一期共计567亩
农用地流转和220亩高标准农
田改造工作。2012年，试验区
取得有机转换认证，试验区进
入快速和高标准发展阶段。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
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如今，我国耕地不堪重负，不
得不使用化肥激素等来提高
产量，反过来又会造成农产品
质量问题。如果用科道模式，
把城市建筑外墙变成一层层
的菜园，那么，全国可以新造
几亿亩耕地。”宋志远说，“在
科道农场模式下，生态安全、
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可以更快
得以实现。500多亩的科道农
场里，种了全世界500多种植
物，光果树就有60多种。为

保证果蔬品质，农场打了机井
抽取深层地下水，食材干净营
养，就是防微杜渐治未病。”

在宋志远看来，科道农场
的模式可以推广在城市的高
楼大厦上种植瓜果蔬菜、花草
药材等植物，把城市变成一个
大公园、大农场。一座城市就
从一个曾经的钢筋水泥建筑林
立之地，变成了一个生产生活
融洽统一的理想家园。用这种
创新思路来建设和发展国家，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模式造
成的很多问题，创造社会发展
新动力。

记者了解到，历经多年的
潜心耕耘，“城乡四态循环农
业建筑系统”在试验区取得突
破性进展，在数十项专利技术
的支撑下，已经由理论逐步变
成了现实，被第15届全球人
居环境论坛年会授予全球“可
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

理想成为现实还有多远

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生
态蔬菜……近年来，健康蔬
菜的概念陆续被提出，但不
少群众对菜篮子的质量也会
产生疑问，绿色蔬菜怎样做到
无公害？

“驱虫用物理方法，而不用
农药，施肥采用自家厕所产的
农家肥，而不用化肥。”仲虓解

释道，在科道农场的模式里，
城市居民可以实现自产农家
肥。社区4公里外的沼气站
会将大小便处理成沼渣、沼
液、沼气，沼渣做成固态肥做
底肥，沼液做成液态肥做追
肥，沼气做成燃料烧水做饭，
由此形成垃圾变废为宝的
循环。

在一番考察过后，仇保
兴对该系统污染治理、生态
建设价值化的理念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对发展与前景充
满期待。他表示，厨余垃圾
和树叶、树干可以在社区内
就地处理，成为公园城市植
物直接使用的肥料，形成循
环利用。另外，畜禽鱼菜共
生系统通过将畜禽粪污加入
一定比例的饲料发酵后，作
为鱼的饲料。这样养鱼成本
更低，又保证了业主畜、禽、
鱼、蛋的需求。

仇保兴还提到：“社区的
黑水系统涉及到微生物，会
产生季节限制的问题。有的
系统夏天工作很好，但是到
了冬天就不行了。所以，黑
水系统要分出气候区，不同
的气候区使用不同的工艺流
程。如果做成了，这将是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仲虓提出，“城乡四态循
环农业建筑系统”实施起来
还涉及到建筑外墙绿化算不
算在容积率内的问题。根据
定义，容积率是一个小区的地
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
比率。对于开发商来说，容积
率越大，土地利用程度越高。
而对于住户来说，容积率则直
接涉及到居住的舒适度，包括
人口密度、绿化面积等。

目前，在浙江省一些城
市，已率先推出建筑立体绿化
新规，增加了政府投资为主的
建筑屋顶绿化面积比例、调整
了工业建筑屋顶绿化的面积
计算方式、建筑外墙绿化不算
在容积率内等条例。对于科
道模式来说，“建筑外墙的绿
化面积算不算在容积率内”这
一问题对落地成本具有一定
影响。

“城乡四态农业循环建筑
系统”犹如人的头、心脏、手、
脚，“四位一体”才能实现其综
合价值。宋志远对科道模式充
满信心：“经过20年的研发，科
道农业已经完成从建材、智慧
农业、生活污染治理、四态合一
各子系统的试验，具备系统集
成的所有技术和条件。‘城乡
四态循环农业建筑系统’已经
从1.0版本更新到3.0版本，目
前正在向4.0版本升级，样板
社区将在明年3月完成建设。”

▲科道农业有机蔬菜展示。刁静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