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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之源、民生
之本。土地与空气、阳光和
水一样，对人们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随着我国工业化和
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
市垃圾和固体废弃物难免
不断增加。工业污染的加
剧，必然造成土地遭受到污
染。近日，本报编辑部收到
一些读者来信，呼吁全社会
共同重视土地的环境保护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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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万 别 让 土 地 受 污 染

笔者所在的吉林省是国家
粮食主产区，土壤污染状况与全
国及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要相对
轻 些 。 但 近 年 来 ，土 壤 面 源 污
染、城市垃圾和污水污染呈上升
趋势，并逐年加重。比如农药，
全省 85%以上的耕地每年都使
用化学除草剂，蔬菜和瓜果类生
产使用生长激素类药、杀菌剂和
杀虫剂，其中只有不到 1%作用
于目标作物上，其余大部分都进
入了土壤；再如污水处理，吉林
各大城市周边农田受城镇垃圾
和污水的污染相当严重，特别是
一些小城镇没有垃圾处理能力，
城市郊区一部分蔬菜种植户直
接用污水灌溉农田。这些不仅
污染土壤，对地下水也造成了严

重的污染。
为了彻底改变某些农村地区

“地膜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状况，
还我们脚下土地的本来面目，笔者
建议健全农田生态环境保护和防治
土壤污染的法规和法律体系。明确
职责，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管土壤
污染和农田质量检测。建立全国土
壤污染和农田质量安全预警系统。
构建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切实搞好
农田生态环境监管。

加强化肥、农药和植物生长
激素生产、销售、使用管理。严禁
生产、销售和使用高毒、长期残留
农 药 ，严 控 生 长 激 素 销 售 和 使
用。大力推广高效施肥和施药科
学技术，建立农田化肥和农药安
全使用标准。积极推广有机肥与

化肥节本增效技术，降低化肥施
用量。

加大土壤污染防治的宣传力
度，真正使广大干部、群众、土地经
营者、工矿企业及化工企业经营者
认识到土壤污染危害的严重性，都
能自觉地参与防治土壤污染中来。
同时提高广大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自觉按标准使用化
肥和农药，减少植物生长激素的使
用量。对有关企业和单位造成的土
壤污染事件要及时举报。

吉林省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 贾乃新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笔者长年在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今年 4 月下旬在赣北地区农村
调查时发现，随着“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在全国各地农村的推广使用，绝大部分
地（农）膜没有回收处理。在江西九江县，
废旧农膜残留每亩平均有 2 公斤以上。
这些塑料薄膜废弃物侵占大量耕地，直
接危及农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种
植业的“白色革命”在给广大农民增产增
收的同时，也给土壤带来了“白色污染”
的隐患。

笔者发现，废地膜不能彻底清除回
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对“白色污

染”土壤缺乏忧患意识。涉农部门制订的
废地膜回收管理措施不力，清除回收地
膜还停留在“嘴”和“纸”上，缺乏有效督
促和检查落实。二是水稻、棉花、蔬菜和
瓜果等作物收获后，农户不想再投入大
量人力成本。因此，对耕地清理回收旧地
膜往往采取应付态度。笔者在调查中发
现，水田旱地承租经营种植业大户，地膜
丢弃在田地的比率更高。

据了解，农用地膜一般是石油加工产
品，而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塑料膜
不易腐烂和分解。它不仅破坏土壤的原有
结构，使土壤失去保水保肥特性，而且还

严重影响土壤的通透
性以及水分的上下输
导，直至影响水稻、棉
花、蔬菜、瓜果及苗木
种子的发芽和生长。

笔者结合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提
出以下三方面建议供参考：一是政府或
涉农部门要提高对“白色污染”的忧患意
识；二是要教育农户认识到废地膜丢弃
在田地里的危害性，引导农户树立爱惜
耕地的自觉性，从而重视土壤清洁，把使
用耕地和保护耕地有机结合起来；三是
清理回收地膜要有刚性管理措施，要让
不彻底清除回收地膜的人付出一定经
济代价。否则，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在
不久的将来会“病入膏肓”。

江西九江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
综合服务站 周仕镊

耕地面临“白色污染”隐患

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主要来自农

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工业污染源

等。随着工业点源污染控制力度的加

大，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土壤污染

的重要来源。

鉴于土壤污染的潜伏性、不可

逆 性 、 长 期 性 和 后 果 严 重 性 等 特

点，土壤环境保护应遵循“防重于

治”的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就农业面源

污染而言，在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土壤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农业污

染源的控制，从源头上防止土壤污

染。加强对农产品源头的监控，依法对

农药、种子和化肥等投入品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农业生产资料安全使用。

大力推广农田污染防治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新技术。为了有效防治土壤

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各地应从实

际情况出发，大力推广各项新技术，

发展生态农业。如农药污染防控技

术、肥料污染防控技术、畜禽粪便污

染立体防控技术、农膜残留污染防控

技术等，把种植业和林业、牧业、渔

业以及相关加工业有机结合起来，建

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

能耗低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走循环

经济之路，这样既解决面源污染问

题，又带来经济效益，达到经济、生

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统一。

加强污灌区的污水处理。污水

回灌农田是近年来农业生产区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形式，但

如果污水处理技术过低，将会对土壤污染带来隐患。目

前，需进一步加强工业“三废”的治理，提高污水处理技

术，真正将污水资源利用做到实处。可以考虑通过改变农

田环境减少农田污染，如：人工建立合适的湿地、沙层过

滤带以及缓冲带等，可以有效减少农田地表污染物。

开展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主要采用物理、化学和生

物等修复技术。除“客土法”物理修复外，目前研究中多

采用生物修复，如种植蜈蚣草、竹柳和东南景天等具有

超富集功能的植物或引入蚯蚓等进行

修复。从经济投入、修复周期和避免

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虑，都是目前的

最佳选择。
（作者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土壤保护

﹃
防重于治

﹄

赵同科

《经济日报》“读者之声”版近期刊登的《农村垃圾治理不能等》
系列文章，在基层引起热议。长久以来，农村环境差，农村垃圾整
治一直是大众普遍热议的话题。笔者对农村垃圾治理有以下几点
建议：

首先，沼气池为畜禽粪便处理找到出路。以前，很多养殖户
把畜禽的粪便随地倾倒，一刮风，味道特别难闻。现在九江县却
很少能见到畜禽的粪便，畜禽粪便成为了农民的致富宝、抢手
货。近年来，九江县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建设工程，积极推行“猪
—沼—果”、“猪—沼—菜”、“猪—沼—粮”等综合利用模式，将畜
禽的粪便集中起来发展沼气，用沼气渣来作果树的肥料，这样不
仅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发展了生态种养，带动了经济与
环境的双赢。

其次，垃圾池为农村垃圾找到“新家”。一直以来，城乡生活垃
圾难以及时有效处置，成为污染生活环境、威胁公众健康的一大根
源。垃圾处理，首先要集中。近年来，九江县在各村规划建设了大
量的生活垃圾池，这些垃圾池为农村垃圾找到“新家”。在各级政
府的引导下，大部分村民都能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箱，成为了农村
环境整治的直接参与者。

再次，垃圾处理场推动垃圾资源综合利用。大量的生活垃圾
从乡村经过层层处理最终收集到了县里，九江县采取“政府为主、
多元投入”的方式处理垃圾，着手规划建设了规模较大的垃圾处理
厂，大型垃圾厂一旦建成使用，不仅为当地大量的生活垃圾找到了
处理办法，而且推动了垃圾资源综合利用。

江西九江县委 陈 雅

环卫工作也可以城乡一体化
《经济日报》5月 21日刊发的关于农村垃圾治理的问题是广大

农村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该选题抓得准，问题反映及时，建议中肯，
在基层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所在的山东省邹城市是孟子故里，旅游资源丰富，被评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时也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一直是制约我们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课题。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一直致力于农村
环境的治理，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垃圾治理效果显著。具体有
以下做法：

首先，推行“城镇环卫工作一体化”模式。采取以城带镇、以镇
促村、城镇联动、镇村结合的环卫保洁模式，将 943 个自然村全部
纳入环卫管理体系，每村配备 1 至 2 名环卫工，垃圾定点收集、统
一运输、集中处理，实现“日扫日运日清”。

其次，加大环卫投资力度。几年来，新建垃圾中转站 30 座，为
9 个山区镇配置垃圾运输车 30 余台，为 1300 多名保洁人员配备
保洁车辆 1800辆，彻底解决了农村环卫设施的匮乏。

再次，实行划片包挂责任制。促使包挂责任人深入乡村一线
责任区，充分发挥带头、督导作用，重点区域随时巡查。各责任区
按月测评，测评结果与干部考核挂钩，并对优秀村庄给予奖励。以

“点”带“面”，促进了农村整体环境面貌的改善，为新农村建设及农
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邹城市兖矿集团科澳公司电解铝厂 孙 凯

综合治理 碧水长流
前不久，《经济日报》陆续推出了 11 个关于“保护水资源·治理

水污染”的版面，体现了报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生导向，是广
接地气、服务百姓办报理念的生动体现。

6 月 13 日，“生态经济”版刊发了《水质良好湖泊如何优先保
护》专题，从优先保护湖泊角度对水质保护作了深度报道。地处千
里赣江源头的江西省上犹县，境内拥有“一江连五湖、一线串五珠”
的自然胜景，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边远山区库区县。该县
通过上山造绿、环保设卡、工业减排、护江行动等多种形式，综合推
进以保护“一江清水”为核心的生态保障体系建设，确保上犹江水
常年稳定在Ⅰ至Ⅱ类水质标准。具体来说，有以下做法：

一是抓好水土保持工作，编制江河源区、水源涵养地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规划，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

二是推进沿河、沿湖、沿路生态保护带和绿化带建设，重点加
强湖区及一、二级支流源头保护区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以及
森林公园建设，形成密布城乡、点线面结合的绿色屏障。

三是坚持防治并举，加强水污染治理工作。在上犹江沿线 1.5
公里范围内禁止审批建设“两高一资”项目，对环境影响严重的企
业实行关停并转；大力实施沼气工程，加快畜禽养殖场改造，引导
畜禽养殖与果业有机协调发展，强化粪便无害化处理；加强污水处
理厂监管，确保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一级排放标准；疏堵并举，引
导渔棚上岸，规范和减少水上网箱养殖。

同时，上犹县还积极开展“告别白色污染、呵护绿色家园”专项
治理活动，确保上犹江碧水长流穿城过。

江西上犹县委宣传部 黄传章

见证民生工程巨大成就
《经济日报》“走进全面小康新变迁”系列报道，从历史视野、采

用对比方式、用典型鲜活的真实实例，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沧桑巨
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缩影。该系列报道践行
了《经济日报》关注和反映民生这一重大主题及历史责任，见证了
我国民生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

报道关注并反映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民生
工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
基，也是治国理政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吃、穿、用、住、行的变迁”
报道，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增强了人们热爱祖国的热情，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有利于促进
社会的和谐稳定。

报道采用历史视野真实反映了我国民生工程取得的巨大成
就。“走进全面小康新变迁”系列报道，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和更加丰
富活泼的表现形式，为读者呈现百姓生活的新画卷。采用了历史
对比的方式，真实反映了我国民生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该系列
报道反映了国家的流通体系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绿色生活理念和
环境保护建设的巨大成就。

总之，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在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
程中，通过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人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 李树芳

治理农村垃圾需要实招

每次经过北京市西城区的某条街
道，刺鼻的味道都会让行人加快步伐。
在这条街道不远的小区生活了 10 年的
王新民告诉记者，“近几年，由于生活垃
圾和废弃物的增加，不仅空气变了味儿，
生活污水也向地下渗透，脚下的黄土地
在慢慢变黑。”

据了解，在工业较少的城市，土壤污
染主要缘于生活垃圾和塑料等废弃物；
在一些企业密集的城市，大量的工业污
染物正在不断侵蚀着土地，它们的破坏
力远比生活垃圾更严重。

农村耕地污染同样不容乐观

55 岁的农民刘成刚在老家山东种
了大半辈子地，他告诉记者，“现在种一
亩地，一年的毛收入在 1000 元左右，仅
农药化肥的投入就有 300 多元。”刘成
刚直言化肥农药使用越来越多，而农产
品的产量却明显感觉比十几年前下降
了。

据了解，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折纯
超过 4000 万吨，占世界化肥使用量的三
分之一；农药年使用量达 100 多万吨，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相关专家指
出，我国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比较
低，施在土壤里的化肥相当一部分非但
没有增加土地肥力，反而污染了土壤。

有环保专家指出，有些土壤污染已超
过土壤的自净能力，如果不及时治理，土
壤永远也无法自净，引起生态环境恶化。

须从源头上保护土壤

“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从源
头上保护。”专家们的呼吁声此起彼伏。

毋庸置疑，土地的质量和容量决定
着人口承载量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
能够科学开发利用土地，并注意防患于
未然，就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人
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但目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比
较严峻。相关专家认为，人们对于土壤
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意识普遍不强，谈起
环保，很多人想到的只是空气污染与防
治。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对农
药化肥的使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少
农民认为使用农药化肥“多多益善”。对
于农民的这种认识误区，专家认为农业
种植应建立土壤评估体系，应发挥乡镇
科技站的指导作用。

如何治理日益增长的城市生活垃圾
对土地的侵占和污染，有关专家认为，应
根据实际需求，拓宽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投入渠道，建立国家、地方和企业为主的
多元化投入机制。

土地环保在行动

近年来，不少地区探索实施了一系
列保护土壤的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四川九
寨沟县永丰乡菜园村的乡村旅游搞得如
火如荼，村民毛树清告诉记者，“以前农
村环境脏乱差，实施退耕还林后，环保意
识渗透到大家脑海中，越来越意识到保
护环境不仅要让空气清洁，还要保护好
脚下的土壤。”

近年来，四川把城乡清洁工程作为
一项民生工程来抓，领导也要亲自上街
捡垃圾。有了政策的保障和领导的身先
士卒，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无论在城
市还是农村，随处丢弃垃圾的现象不见
了，整齐的街道两旁干净整洁。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要保住山清
水秀的美景，江浙地区同样需要在环境
保护上下功夫。据了解，近年来江浙一
带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
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市场化机制推进农
村污染治理，实施了“户集、村收、镇转
运、县市处理”等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置模
式，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污水治理。

湖南长沙探索建立了“村民环保自
治模式”，推出《环保乡规民约》，土壤保
护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

据了解，不少地区在加大治理投入
的同时，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
金参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
既实现了专业化管理，又大大提高了效
率。有专家认为，运用市场化模式治理
土壤污染，将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请 呵 护 脚 下 的 土 地
本报记者 郭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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