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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区域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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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确立了适合山东不同区域发展的生态农业主导产业 , 并提出符合各区域特点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和

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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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在《“十五”及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规划》中提出 , 新时期山东省生态农业的发展目

标[ 1 ] 一是要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 , 以生态农业为重点 , 搞好土地改良、水土涵养 , 努力开拓生态

农业发展的新途径 ;二是要本着“立足示范、着眼推广、注重基础、讲求实效”的原则 , 在省、市、县 3 个层次上

广泛推行生态农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继续扩大生态农业试点示范面积 , 力争到 2005 年全省 60%的县区达到

生态农业县标准 ,并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控制全省农业环境污染 ; 三是到 2010 年 , 全省农村要景观优美、环境

优雅 ,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达到协调 , 无公害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同国际标准接轨。为此 , 山东省生态农业建

设必须转向探索协调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切入点 , 开发与生态资源相适宜、且有市场比较优势

的主导产业 , 重视产业结构从种、养、加扩大到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间的科学连

接 ,健全与完善区域生态农业生产系统。考虑到山东地貌类型多样 , 山地、丘陵、平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 , 加

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分布差异较大 , 急需对山东省生态农业发展进行合理区域布局和规划 , 使全省

各区均能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区域生态农业模式。

1  山东省生态农业区域布局原则

山东省生态农业区域布局原则一是综合性原则
[ 2 ]

。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的典型发展模式 , 在发展

过程中必须树立现代农业的经营理念 , 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 , 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 , 使

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 ,并积极创造条件 , 使各产业及其内部各环节之间互相支持 ,

相得益彰 ,提高农业的综合素质和效益。二是统筹规划 ,分类指导原则。山东省地貌类型多样 , 农业地理条

件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 区域间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及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各不相同 , 资源禀

赋差异较大 ,因此各地选择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标准也不统一 , 必须从当地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出发 , 统筹

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根据不同资源经济和社会条件 , 并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

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的建设和治理模式 ,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而绝不能搞一刀切。三是生态建设与

经济发展相结合原则。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总体上与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一致 , 但在近期内、局部利

益上并不完全一致。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

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 , 确立适合当地资源优势、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主导产业和产品 ,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 形成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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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原则。要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 , 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 , 提高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从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五是科学规划原则。规划必须符合当地实际 , 有利

于区域优势的发挥 ,做到趋利避害 ; 规划必须与当地的战略决策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 , 广泛听取多方面

意见 ;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和论证 , 做到在建设中不断引进、示范、推广新技

术、新模式 , 提高科技含量。六是行政界完整性原则 ,其目的是为保证各地生态农业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相关

技术、政策措施的配套到位率 , 提高落实率。

2  山东省生态农业区域布局

从山东省实际出发 , 按照上述原则以及各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特点 , 可把全省划分为“三区二线一

洲”
[ 3 ]

。三区指山东半岛及沿海生态农业区 (鲁东丘陵区 )、鲁西平原生态农业区和鲁中南山区生态农业区 ;

二线指京九铁路沿线和济青高速公路沿线 ; 一洲指黄河三角洲。应根据各区特点 , 选择不同的生态农业发

展模式 ,确立不同的主攻方向 , 实行区线结合、纵横布局。

“三区”。山东半岛及沿海生态农业区 (鲁东丘陵区 )位于沭河、胶莱河以东 , 三面环海 , 包括烟台、威海、

青岛、日照 4 市地的全部和诸城、高密、莒南、临沭等县市 , 总面积 4 . 2 万 km
2
。该区主要为湿润和半湿润气

候 ,年降水量 650～950mm , 自然资源丰富 ,生产技术体系较完善 , 生产力水平较高 , 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全

面 ,经济基础较好 , 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鲁西平原生态农业区包括菏泽、聊城 2 地区 ,德州市的

大部分及济宁、济南 2 市的部分平原县 ( 市、区 ) ,总面积 3 .7 万 km
2
。该区属黄河冲积平原 , 半干燥气候 , 光

照较充足 , 年降水量 550～650mm。但随黄河断流期的延长 , 该区水资源形势日趋紧张 , 风沙、盐碱危害严

重 ,旱涝碱 3 害并存 ;土地贫瘠 , 中低产田面积较大 ;农业结构相对简单 , 以种植业为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 ,农业科技水平和经济效益低下。鲁中南山区生态农业区包括临沂、枣庄、泰安、莱芜市及潍坊、济

南、淄博、济宁市的大部分 ,总面积 5 .34 万 km
2
。该区属半湿润温暖地区 , 年降水量 650～900mm ,为山东河

流的主要发源地和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 ,人均耕地较少 ,土壤肥力和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低 , 经济、科技、文

化相对落后 ,但工业污染轻 , 农业资源类型多样 ,农业内部结构复杂。“两线”。山东省生态农业建设按纵横

两线布局 ,横线指济青高速公路沿线 , 涉及济南、淄博、潍坊、青岛 4 市地 , 是山东经济最发达区域 , 经济基础

较好 ;纵线指京九铁路沿线 , 涉及德州、聊城、菏泽 3 地区的县 ( 市、区 ) , 位于山东西部 , 是全省欠发达地区。

“一洲”(黄河三角洲 ) 包括东营市、滨州市及乐陵、庆云、寿光、寒亭、高青等县 (市、区 ) , 总面积 2 .1 万 km
2
。

该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 年均降水量 560mm , 自然资源丰富 ,开发潜力较大 , 发展前景较

好。目前黄河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已初具规模。

3  山东省区域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3 . 1  山东半岛及沿海生态农业区 ( 鲁东丘陵区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依据鲁东地区的资源优势 ,该区模式定位应突出 4 个重点 : 一是要充分利用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 , 大

力发展创汇农业 , 按照“贸工农”生态农业要求 ,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 向开放、复合、生态型农业转化 ; 二是

充分利用广阔的浅海滩涂资源 ,大力发展水产立体养殖型生态农业 ; 三是充分利用盐碱荒地资源优势 , 努力

发展林、果、草、牧型生态农业 ;四是充分利用环境优美、名胜较多的优势 , 发展旅游型生态农业。该区主攻

方向为以拦蓄地表水和全面节水为主 , 构建以沿海防护基干林带为主线 , 以高效生态经济林为主体的多层

次森林防护体系 ;重点推广旱作农业技术 , 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 , 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等农村新

能源 ; 积极创建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 , 打造生态农业高科技产业 ; 充分发挥当地

旅游资源优势 ,开发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区 ( 线 )和观赏旅游业 (带 ) ; 调整产业结构 , 推进农副产品和水产品

的精深加工 , 创建以加工业为龙头 ,以基地为依托 , 农林牧渔旅游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 加速农业

产业化进程。该区主导产业应重点开发优质花生、粮食、特色水果、水产品等 ,建设精深加工、出口创汇和贸

易基地 ,发展外向型创汇生态农业 , 努力建成东部沿海粮油、水果、水产品开发生态农业区。可供选择的模

式包括林、果、草、牧混合型生态农业模式 , 节水型生态农业模式 ,观光旅游生态农业模式和产业化生态农业

模式。

模式案例———以林果业为主 ,果农牧渔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 (山东省五莲县 )
[ 4 ]

。五莲县位于山东半岛

东南部 ,属山区县 , 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86% , 在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中 ,立足于资源优势及生态环境特点 ,

将全县划分为 3 个生态示范建设区 ,即西北部平原丘陵区 , 该区耕地面积大 , 土壤肥沃 , 建立了农田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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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稳定粮田面积 , 发展养殖业 ,以农促牧 , 以牧促加 , 形成了“种-养-加”结构 ; 中部低山区 , 该区山多、草多、

水多 , 大力发展水土保护林 ,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 建成各类商品基地 , 形成“林-果-牧-加”各业并举结

构 ;东南丘陵区 ,该区耕地面积少 , 土壤瘠薄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发展林果业 , 以林促牧 , 以牧促农 , 形成

“林-牧-农”结构。3 大生态示范建设区从经济、生态、社会 3 个领域入手 ,因地制宜 , 发挥优势 ,确立了山、水、

林、田、路综合治理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山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目前全县已形成以粮油、果品、蔬

菜、畜产品、石材、木材为主体的六大农副产品加工体系 , 发展各类加工企业 500 多处 , 年产值 40 多亿元。全

县林木覆盖率达 48% ,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4 . 2 万 hm
2

,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3 . 2  鲁西平原生态农业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本着区域内整体系统结构与功能相协调的原则 , 鲁西平原生态农业区模式定位为以大农业为系统界

限 ,综合利用各种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 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多次利用、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该区主攻

方向为实行开源节流 ,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和污水处理安全灌溉技术 , 提高农田有效灌溉率 ; 进一步完善以农

田林网、农田间作为主 , 乔灌草、网带片等配套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 提高农业综合抗灾能力 ; 采取修造台田、

翻淤压沙、覆膜盖草、秸秆还田和配方施肥等技术措施 , 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升级 , 大力推广盐碱涝洼地“上

农下渔”的生态农业模式 ; 不断优化种植结构 , 推广旱作农业和立体种植技术 ( 如“生态果园”) , 突出发展特

色种植业 ,建成具有一定规模 , 畅销国内外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 形成当地绿色支柱产业。该区主导产业应

依据畜牧、经济优势 , 重点开发优质专用粮 (小麦、玉米、水稻 )、优质棉、瓜果、蔬菜和畜产品 , 建成黄淮海平

原粮棉、瓜菜、畜禽开发生态农业区。内陆水域面积较大的济宁 ,应重点发展水产品 , 建设规模化基地 , 发展

龙头加工企业
[ 5 ]

。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节水型生态农业模式、开放复合型生态经济结构模式、产业化发展

模式和“上农下渔”型生态农业模式。

模式案例———开放复合型生态经济结构模式 (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 ) 。冠县位于山东省西部的黄河冲积

平原区 , 总土地面积 1152 km2 ,可利用面积 9 . 83 万 hm2 ,其中沙化地 4 . 02 万 hm2 , 盐碱地 1 .61 万 hm2。该县

风沙大、盐碱重、自然条件差 ,自 1986 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 , 在模式设计中突出了多目标开发和综合利用的

分析研究 ,按照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原则 , 确立了以“治理改良盐碱地”为突破口 , 以“沼气利用”为纽

带 ,“种养加”相结合 ,“贸工农”一体化的开放复合型生态经济结构模式。2001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18 .5009

亿元 ,其中种植业产值达 13 . 452 亿元 ,畜牧业产值达 4 . 1069 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430 元 , 森林覆盖率

达 30%。

3 . 3  鲁中南山区生态农业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鲁中南山区生态农业区模式定位为依据山区山多、地少、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和土壤

养分缺乏的特点 , 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规模的生态农业模式 , 以提高自然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 , 获得最

佳经济效益。该区主攻方向为以植树绿化、沟河拦蓄为基础 ,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单元 , 以坡改梯和发展

种、养、加、沼、太阳能为一体的生态果园为突破口 , 加强对各种农业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 建立多

层次山区立体生态防护体系 ,重点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生态旅游观赏两项新兴产业。该区主导产业中山区

要立足生物资源优势 ,以花生、水果、蔬菜为主 , 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寿光的蔬菜发展优势和诸城的畜牧加工

龙头企业优势 ,进行相关产业的深层次加工和开发 ; 平原区要以稻米、小杂粮开发为主。其目标是建成鲁中

南山区果品、蔬菜、名优特产品开发生态农业区。可供选择模式包括“四位一体”生态温室种养模式、林果-

粮-牧型生态农业模式和种、养、加产业化生态农业模式。

模式案例———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化发展模式 (山东省诸城市 )。诸城市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 ,

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改革开放以来诸城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实

施 ,特别是以龙头企业带动型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思路的形成 ,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诸城

市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 , 立足当地优势 , 确立主导产业 , 狠抓龙头带动 , 形成一种由市场

牵龙头 , 龙头带基地 ,基地连农户 , 产加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农村经济新格局 , 将农业导入专业

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公司化管理的轨道 ,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 提高了农业比较

利益 ,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截至 2002 年底 ,诸城市的龙头企业已发展到近 1000 家 , 年农副产品加工能

力达 120 万 t ,有近 20 万农户与龙头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 ,占农户总数的 90%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760 元。

3 . 4  两线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济青高速公路沿线 (横线 )生态农业建设应突出抓好农业环境污染监测、农产品精深加工、秸秆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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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污水安全灌溉、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 , 庭院生态开发和生态城镇建设、生态农业高科

技示范园和产业开发园 ,以及生态旅游、观光旅游等重点项目。京九铁路沿线 ( 纵线 ) 生态农业建设应突出

抓好污水处理和节水灌溉工程 ,发展林农、农牧相结合的生态模式 , 同时结合实施土壤培肥、无公害农产品

建设和特色农业开发等项目。两线涉及地区较多 ,经济优势较明显 ,地理位置优越 , 故该区主导产业应重点

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各相关产品的规模化经营和精深加工 , 同时也应搞好经济价值较高经济作物的生产。

山东省高速公路主要路段是重要的粮食作物种植区 , 饲草饲料资源丰富 , 畜禽饲养历史悠久 , 交通便利 , 城

市化水平高 ,综合经济能力较强。故应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及种植饲草饲料作物发展畜牧业 , 把该区建成山

东省粮食和畜产品主产区。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产业化生态农业模式、节水型生态农业模式、庭院生态农

业模式和旅游观光生态农业模式。

模式案例———“四位一体”生态温室种养模式 (山东省济宁市 )。济宁市是山东省种养业主产区 , 在产业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目前以土地资源为基础 , 以秸秆粪便为原料 , 以沼气为纽带 , 种养业相结合 , 通过生物转

换技术 ,在农户土地上将沼气池、猪舍、温室、蔬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生态温室种养模式 , 在同一块土地

上实现了种植、养殖并举 ,产气、积肥同步 , 建立了一个食物链结构健全 , 能流、物流高效循环的生态能源系

统。目前全市实施“四位一体”模式的规模已由 1995 年的 2 栋发展到 1200 多栋 , 档次也由过去的普通温室

转入高标准温室 ,经济收入由每栋 ( 480m
2

)1 .5 万元提高到 1 .84 万元 ,其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3 . 5  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黄河三角洲模式定位为依靠现代农业技术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 , 改善农业生态条件 , 保护和改善黄

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 ,阻止土地盐碱程度的进一步恶化 , 力争减轻土地盐碱化程度 ; 同时积极培育新的高科

技、高效农业增长点 ,构建生产高效、生态协调的现代农业体系 , 使农业成为三角洲地区的优势产业。该区

主攻方向为保持耕地面积稳中有增 , 合理调整粮经作物种植比例 , 重点实施“种子工程”和“节水农业”新技

术 ;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 ,建立黄河三角洲林业生态保护区 , 重点建设平原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和环城防护

林三大体系 ;加强经济林建设比重 , 大力发展特色林果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 , 重点实施畜

禽良种、牧草良种工程 ,推动畜牧业的产业化进程。同时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技术研究等工

作。该区主导产业应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和饲草资源 , 以粮、棉、饲草、畜产品开发为重点 , 形成饲草加工和

畜牧养殖生产、加工基地 , 创建黄河三角洲饲草、畜牧、粮棉开发生态农业区。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枣粮间

作生态农业模式、“上农下渔”生态农业模式、草业-牧业主导型生态农业模式和节水型生态农业模式。

模式案例———“上农下渔”模式 ( 山东省东营市 ) [ 6 ] 。“上农下渔”即将农田分为“上”( 台田 ) 和“下”( 鱼

塘 )两个部分 , 在台田上种植粮食作物 ,在低洼地挖塘养鱼。其基本做法是在黄河沿岸和其他有引黄条件的

低洼盐碱地带通过深挖池塘 ,高筑台田 , 实行水土分层治理 , 并在塘内养鱼 , 既改造盐碱洼地 , 又达到高效利

用土地的目的。修筑台田可起降低地下水水位和淡水压盐的作用 , 从根本上改造了土地经营中含盐量过高

的问题。鱼塘的存在则有利于作物生长良好小环境的形成。“上农下渔”模式可合理有效利用黄河三角洲

地区广泛分布的盐碱地 ,达到治理与开发的协调推进 , 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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