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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吉林省梨树县免耕播
种机轰鸣作响，一颗颗饱满种子钻
入泥土，一层层薄薄的秸秆碎屑覆
盖大地，广袤的黑土地上孕育着生
机。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韩凤香笑着说：“已经5年啦！
我们合作社承包的1000余公顷土
地，全部采用保护性耕作种植方
式，边种边养，秸秆粉碎烂了之后
地不干，保水保肥保墒，黑土层变
厚了，玉米的根也扎得深了，增产
效果越来越明显。”保护好耕地中
的“大熊猫”黑土地，是推进东北农
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
我国广袤田野上农业绿色发展革
命的缩影。

农业的绿色发展与人民福祉
紧紧相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审议《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时指出，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
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一场围绕农业的绿色变革，在
乡村沃野间轰轰烈烈展开。党的十
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以绿色发
展为导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为动力，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
注重环境友好、更加注重生态保
育、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农业绿色
发展迈上新台阶。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
度体系，释放农业绿色发展活力

农业，来源大自然，本色就是
绿色。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传统
发展观作用下，为片面追求产量，
不顾土地承载力，农业涸泽而渔的
行为十分普遍，导致地力透支、面
源污染加重。以往的路子已经难以
为继，未来的农业面临巨大挑战。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2017年我国出台的第一部农业
绿色发展的指导文件——《关于创
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意见》，为农业绿色发展指明了目
标和方向——把农业绿色发展摆
在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
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
度体系，基本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
的农业发展格局。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更多的法
律法规、行业标准、补偿制度等被
纳入改革政策层面，为深入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
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大力
度，强化措施，多措并举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
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进一
步强化了耕地、草原、林业、湿地等
主要生态系统补贴政策。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则提升农业用水的资源
配置效率，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绿色
发展。组织修订并发布《有机肥料》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等行业标准，
加强科学施肥技术指导。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的“一控两减三基本”进
一步细化为“五大行动”，针对畜禽
粪污资源化、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
肥、东北地区秸秆处理、农膜回收、
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5个
方面的农业绿色发展行动，既有目
标要求又有责任主体。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
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近年来，国
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中央财政
资金投入力度，优化资金使用方
式，重点支持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
效生产、耕地质量提升、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渔业资源养护等。仅2021年，
中央投入农业绿色发展相关资金
近440亿元。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出
台，形成强大的引擎，凝聚绿色共
识，吹响绿色战役的号角。2017年
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认定79个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打造了一批
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试验平台。各地
各部门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和优化
管理方式，探索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发
展模式，为全面推行农业绿色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样板。

安徽省颍上县全面推广了以
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秸秆作为培
养基栽培大球盖菇、秸秆作为原料
生产育苗基质等为主体的秸秆综
合利用模式，并试点推行“秆肥等
换”收集处理模式，扩大商品有机
肥推广使用。上海市崇明区首创了

“绿色农资封闭式管控”模式，制定
绿色农药补贴政策，对通过绿色、
有机认证的生产主体实行目录内
绿色农药限额免费供应。

《中 国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报 告
2021》显示，2012至2020年全国农
业绿色发展指数从 73.46 提升至
76.91，在农业资源节约利用、农业
产地环境永续保护、标准化和高品
质农产品有效供给、绿色发展富民
兴村新模式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规划》，是我国首部农业绿
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十四五”时期
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引
领农业绿色发展进入快车道。

重点发力农业资源环境保护
利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初见
成效

土地是庄稼的命根子。说起养

地秘诀，黑龙江省海伦市经建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安富很
有心得：“大豆玉米倒茬轮作，给玉
米提供了好茬口，还有利于提升地
力。”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在保护、
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统筹施策，
深入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
动，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国
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南方酸化
耕地和北方盐碱地治理。2018-
2021年全国新建高标准农田约3.5
亿亩，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4.76 等，较 2014 年提升 0.35 个等
级。

河北省曲周县今科富小麦种
植专业合作社自从种了节水小麦，
每年只需浇两次水。据该合作社负
责人介绍：“这种小麦省工省钱省
水，产量还不减。”通过实施农业节
水行动，推行喷灌、滴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全国高效节水灌溉达到
3.95 亿亩。同时发布冬小麦、春玉
米、夏玉米科学灌溉技术指导意
见，建设了一批墒情监测自动站
点，同步推动节水增粮增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
长唐仁健指出，“紧紧抓住绿色这
个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深入推进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降低资源和生
态环境承载压力”。聚焦绿色发展
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就是要加快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科学使用
农业投入品，循环利用农业废弃
物，加快改善农业产地环境。

该减的农业投入品逐渐减下
来了。浙江省桐庐县丰阳家庭农场
负责人徐星说：“肥料比过去减了
两成，农药打得少了，产量还提高
了。”当地推行的统防统治、绿色防
控让农民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
头”。目前，我国已创建109个绿色
防控示范县，集成推广全程农药减
量增效模式，带动大面积推广科学
用药技术，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
率超过41％。

能够循环利用的农业废弃物
开始循环利用起来了。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实现了全国畜禽养殖大
县全覆盖，全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以上，
大型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步提升，以
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利用为主
攻方向，建设700多个秸秆综合利
用重点县、示范县。

需要治理的“白色污染”也得
到了有效防控。全国持续开展100
个废旧农膜回收示范县建设，构建
覆盖农膜生产、销售、废旧农膜使
用、回收等全程监管体系。

与此同时，一批实用技术和典

型模式初步形成，一系列投入减
量、综合治理、监控监管等长效机
制逐步建立，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初
见成效：全国农药和化肥使用量连
续6年负增长，全国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超过76％，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87％以上，农膜回收利用率达
到80％以上。

产管并重提高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农业产
业链

“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大的民
生工程。食品安全基础在农业，源
头在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
出位置。

提供更多优质、安全、特色农
产品，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
标。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加快实
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
推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1.2 万多项农兽药残留标准，
6000余项农业行业标准，基本覆盖
主要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和农业绿
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使农产品质量
安全基本实现有标可依。无公害、
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
稳步发展，“三品一标”总数不断增
加，一大批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摆上
了超市货架和百姓餐桌，更好地适
应了城乡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消
费需求。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
点基地、绿色生产标准化基地、标
准化养殖示范场、国家级水产健康
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等建设牢
牢夯实了绿色生产的基础。大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示范，带动千家万户走上绿
色安全生产轨道。

同时，强化农兽药残留超标、
瘦肉精等问题治理，打击禁限用药
物使用行为，组织豇豆、韭菜突出
风险隐患排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行动，一系列“重拳”行动有效解决
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2022年
第一季度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总
体合格率达到97.7％。

在湖南省津市市盈晟蔬菜专
业合作社冷库前，村民正将新鲜采
摘的菜薹整理装筐。合作社负责人
郭斌说：“菜薹进冷库预冷一夜，第
二天一早就能运往大湾区农贸市
场。”随着一座座产地冷库的建成，
农产品绿色流通体系逐步健全。

从绿色生产，到加工、流通、消
费等全过程，农业绿色发展在全产
业链拓展空间，为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增添了澎湃动力。

来源：农民日报

标 准 品 质 绿 色 生 态
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