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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全面开创生态农业建设新局面 

1 生态农业发展势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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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建设，为加快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机遇。5年来国务院 7部、委(局)组成的全国生态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密切配合，共同 

推进全国生态农业建设，使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工作健康发展，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由全 

国生态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织验收组于 1999年 6～7月对 50个首批全国生态农业建设 

试点县(市)分 4片进行了全面验收，各试点县 (市)将 5年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规划和完 

成合同情况及其工作成绩 、经验通过资料汇总、VI头报告、文字介绍、图片展示 、录相演示 

等多种形式向验收组专家们作了全面汇报，结合典型实地考察，经验收组专家们依据数量 

化和标准化验收标准认真评审，全部通过验收，其中华东华南片 l0个省市的 l 5个试点县 

(市)以平均 88高分全部通过验收。各地都创造了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建设典型模式和成 

功经验。总体来看 ，生态农业建设发展势头很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农业带动 

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方面事例很多，主要是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农 

村小城镇建设 ，如江苏省江都市丁伙镇大力实施以生态农业为主导的综合建设 ，提出了 

“花木富民、工业岽镇 、环境育人 的VI号 ，抓住了以人为本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两个 

根本带动镇的全面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实现了镇区人均绿化 占地 6m ，呈现了环境幽雅洁 

美、繁荣稳定文明向上的新型集镇风貌 ；带动了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 

些为执行我国 l 998年制定的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 1999年制定的“中国2l世纪议 

程农业行动计划”提供了经验 ，打下了基础。二是由试点县推 向全省 。由于试点县(市)取 

得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江苏、海南、山东等省的同志纷纷要求将生态农业试 

点县建设进一步扩大到全省，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规划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农 

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由国内走向世界。联合国有关组织曾经在我国举办生态农 

业培训班请中国专家讲课 ，参观试点县(市)，因此试点县 (市)的成功经验已走出国门，成 

为世界发展生态农业的财富，某些技术也为外国所采用 ，如海南省橡胶园养鸡模式已经推 

向东南亚。不少试点县(市)生产绿色农产品，出VI外销 ，为国家创汇做出贡献。所以说，试 

点县(市)建设的 5年是开创的 5年，是取得“青山绿水 ，人寿年丰”开门红的 5年 ，为发展 

生态农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农业部原酎部长、全国生态农业建设领导小组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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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了建设生态农业的路子 

5年来开展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工作，探索 了建设生态农业的路子，这就是政策 

引导 ，培训先行 ，科技支撑。政策引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地方法规，不少省市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或法规文件，有关行政部 门大力宣传积极贯 

彻 ；二是各试点县(市)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结合 自身情况制定了配套政策法规文件，使生 

态农业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不固机构、人事的变动而影响生态农业建设的有序进行；三 

是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实行以奖代补或以贷款的形式 ，吸引农民和集体对建设生态农 

业的资金投入。培训先行首先是提高和统一干部群众对生态农业建设的认识 ，提高干部群 

众参与的自觉性，从而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其次是传授技术，变行政干预为行政辅导，帮 

助启发农民，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科技支撑是关键，各地都很重视 ，首先是运用系统工程理 

论合理规划，按 自然条件进行农业区划和分区，根据不同的分区探索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 

和技术措施，适地适种 ，使当地资源发挥最佳效益。这样的规划不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 

挂 ，而成为实旖的蓝图，发挥真正的作用；其次是采取不同的综合措施。高产、优质、高效 

是许多因子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 ，将若干单项技术有机地 

组装配套 ，才能产生综合效果。有的县还扩展延伸产业链，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种养加相结 

合的格局，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再次是专家群体作后盾。各试点县(市)的规划、措麓都 

经 由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论证 。专家有的来 自业务技术指导单位，有的来 自高校 ， 

构成综合性的专家群体 。专家组再与当地农业技术干部结合，使规划的制定、措施的实施 

符合客观实际 ，大大提高了科学技术的贡献率 。专家们的创新叉推动生态农业不断向更高 

层次发展。 

3 总结经验，开拓进取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换时期 ，生态农业要取得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效益的增 

长就不能仅仅研究技术措施，还要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产业结构和农产品运销等 

问题，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因此 ，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要抓运销促农民增收。各试点县 (市)汇报材料表明，增产速度较快，农民增收相对趋 

缓。农民增收涉及问题较多，不仅仅是生态农业问题。但实施生态农业的目的之一是要促 

使农民增收。增收趋缓则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讲，增收重于增产。要象关心生产技术那样，关心农产品运销，帮助农民进入市场， 

货畅其流，并得到合理的回报 。在农业部门这是一个新课题 ，希望今后在实践中认真加以 

探索。 

要落实常规技术，研究配套的生态农业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就面上的情况看，常规技 

术往往不能综合配套落实到位 ，影响农产品的质量、价格和市场竞争力。农产品要销路好 ， 

需要落实农业技术 ，努力提高其品质，才能占领市场，按质论价，使农民得到较好的回报； 

要大力研究成套的生态农业技术 例如要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就要有可替代的现代 

技术或产品。要增加有机肥的使用量，就要开发工厂化生产有机肥 ，使大量使用有机肥成 

为既方便叉可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到一家一户手工生产农家肥。叉如果园中实行 

草生栽培，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繁衍天敌，以减少农药使用量等等，这些有利于保护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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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系统的配套研究和总结。要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 

行试验、示范、培训、推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真正提高农 

产品科技含量，同时建立技术储备和专家咨询系统 ，使农业技术不断更新。 

立足资源发展特色，形成产业，避免趋同 我国农产品面临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农 

产品统购统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 已成为过去 。所以农业结构必须调整 ，以适应市 

场的需求 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和预测 ，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盲目性。往往是当某 
一

产品市场走俏时，大家都来发展，产生趋同现象，结果供过于求，又产生新一轮的滞销。 

从总的趋势看，农艺作物要适当下调，园艺作物要适当发展 ，但也要有量的限度。例如前几 

年水果发展过快，又多集中在苹果、梨、柑桔三大类产品，有的不顾条件盲 目生产，加之技 

术不到位，结果产品销售不畅，果农蒙受损失 再如蔬菜面积增加较快 ，目前我国年人均蔬 

菜占有量 已达 253kg，远远超过世界人均蔬菜占有量 102kg的水平，也超过 日本 1990年 

人均蔬菜消费量 140kg的水平，其结果影响了蔬菜价格、产品销售和菜农的增收。其他如 

银杏等均面临类似问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不能不顾条件 ，更不能一哄而起 ，必须考虑市 

场供求关系，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砍树 、挖苗的现象 。调整产业结构应以市场为导向，充 

分利用当地资源，在挖掘传统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增加现代科技含量，形成新的特色产业， 

既可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形成特色，又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日本、韩国等国家一村一 

品的做法主要意义也在于此 。 

5年实践证明，开展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是推进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的成功办法。各地 

要以首批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验收工作为新起点 ，抓好典型，树立样板，因地制宜地 

宣传推广试点县(市)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模式，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扩大规模，提高质量， 

全面开创生态农业建设新局面，进一步推动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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