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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制高点樱花岛俯瞰，高低错落的
树木绿满沟沟坎坎，几座白色日光大棚点
缀其间，20 多个人工湖波光粼粼。走近
些，湖里几只野鸭子悠闲自得，不时能听到
嬉戏时溅起的水声⋯⋯行走红石沟，入眼
皆是画。

正是游玩好时节，位于河北省邢台市
沙河西部浅山丘陵区的白塔镇红石沟休闲
农业生态园，人气更旺了。30 公里长的盘
山路上，徒步的人们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
的笑声；一片绿色海洋中，成群结队的游客
寻找着最佳角度，用相机留住美丽瞬间。

小时候经常在红石沟里玩耍的张保
国，如今是红石沟生态园的老板。看着
尽享采摘乐趣的孩子们，他谈起儿时的
记忆——从前的红石沟，“沙尘迎面、卵
石为伴”。

红石沟如何实现从满眼石头到处处皆
景的转变？张保国介绍说，2009 年，他主
动申请关闭经营了 15 年的煤矿、铁矿，投
资近 2 亿元开发红石沟，先后流转周边 9
个村的 2.1 万亩荒山荒坡，开沟、换土、栽
花、种草、植树、建大棚。“如今，这里的绿化
率达到 95%以上，预计 3 年后营业额能突
破 5000万元。”

“生态园里有 21 个树种、200 个品种，
适合黄河以北地区的树种，在这儿都能看
到。从明年起，365 天，天天有果。”红石沟
技术顾问许建军说，除了采摘、深加工以
外，一些中高档果品错季上市，卖到了北
京、天津、上海等地。

果园里，张下曹村村民张京明正在给
葡萄苗喷叶面肥。“以前这片坡缺水，望天
收，一年就种一季玉米，也就挣四五百块
钱。”他告诉记者，4 年前，家里 4 亩地流转
给生态园，租金就有 2400 元，另外在生态
园打工每个月还能拿到 2500元，“心情好，
有面子”。

拉动了地方经济，鼓起了农民腰包，重
要的是秀美了山川，这样的“一举三得”在
以前不敢想象。

沙河是矿产资源大市，白塔又是矿产
重镇。20 多年前采煤、挖铁、选矿，少数人
富了，却留下了一块块“伤疤”。村民们说，
脸洗得干干净净，出趟门就是一脸黑。

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区面积 570
万亩，山区人口 70.2 万。近年来，邢台开
展山区综合开发，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与扶
贫开发相结合、与生态建设相结合、与农民
增收相结合，一改过去挖煤、采矿、锯石板

的“靠山吃山”法，把山场打造成果品生产
基地、林下产业基地、观光休闲基地及农产
品深加工基地，追求生态效益的同时，让山
区百姓富起来。截至目前，邢台市共开发
经济沟 1040 条，其中高标准建成的有 531
条，总面积达到 111.2 万亩，农民在达标经
济沟中的每亩收益达到 2000 元，多者突

破万元。
“生态与产业‘同频’，农民与企业‘共

振’，白塔已经迎来发展的第二春。”镇党委
书记李庆国说，2010 年以来白塔镇鼓励矿
老板们转型山场开发、修复生态，经过几年
来的培育、开发，金山、硕丰等 7 个农业生
态园相继成形，进入“收获期”。

河北邢台白塔镇从沙尘迎面到处处皆景——

满 眼 尽 绿 红 石 沟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 开

河北省沙河市红石沟休闲农业园区技术人员正在田间管理葡萄。 邱洪生摄

自去年以来，由于

“尾气门”事件持续发

酵，大众汽车蒙受惨重

损失，不仅市值蒸发上

百亿欧元，而且面临巨

额罚款和大量维修善后工作。大众集团深陷困境甚

至不得不打算“变卖家产”以挽回损失，销量也因

此被老对手丰田汽车再度超越。

大众因为在其汽车产品上安装软件调整尾气排

放值，在环保方面弄虚作假，付出如此高昂的代

价，这不能不令国内企业和有关监管部门警醒：在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保护地球

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环保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指标”，而是实实在在

的“硬杠杠”，如果再有人胆敢无视环保法律法

规，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欺骗、愚弄公众，迟早

也会像大众那样狼狈不堪、得不偿失。

反观国内，我们在环境监测数据“打假”方面

做得仍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环境监测数据公然造

假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经常有企业篡改、伪造污染

源监测数据；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不正常

等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机动车尾气检测更是造假

“重灾区”。据权威媒体曝光，在山东等 4 省份，黄

牛收钱让尾气超标严重车辆顺利通过检测；生产厂

家指导检测机构造假；设备生产时即存在可以更改

数据的“后门”⋯⋯监测设备和监测数据造假甚至

形成了产业利益链条，可谓触目惊心。

尽管有了“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环保部也

一再要求严肃处理造假行为，环境监测数据造假问

题却一直难以根治，其根源有多重因素。最主要的

在于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端，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为了应付日趋严格的环保达标考

核、环境质量排名，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工作难免

受到行政干预。为此，环保部进行了环保管理体制

改革，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

制度，以最大化减少地方利益对环境监测的干扰。

此外，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也与环境监测机构和

企业自身素质有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戒机

制，导致一些环境监测机构容易受到经济利益驱

使，把环境监测工作变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的买卖，甚至主动参与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出具

虚假检测报告。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环保成本、逃避

监管，也采取各种非正常手段干预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为此，环保部出台了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将数据的质量问题上升

到法律层面，具有了更高的约束力。

大众的教训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环境监测绝不

容造假。必须在全社会建立环境诚信体系，让环境

监测数据造假者寸步难行，环境监测才能真正成为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的“火眼金睛”，为生态文明建

设保驾护航。

环境监测岂容造假
杜 铭

6 月中旬的新疆阿勒泰市阿拉哈克镇旁的荒

漠、戈壁上，近 3 万亩罗布红麻鲜花盛开。2002 年，

新疆罗布红麻生态产业系统工程在这里启动，经过

近 14年的努力，规范化种植罗布红麻近 3万亩，不仅

形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规

模，还在荒漠、戈壁上建起了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

线。 新华社记者 沈 桥摄

戈壁滩上万亩红麻盛开

“这些天的订单超过前两年的总和！”
对于从事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多年的安徽
志阳农业公司总经理吕治春来说，“土十
条”颁布带来的效应可谓是立竿见影。而
在新增的各类订单中，不少污染源是农业
投入品和养殖排放物。

万物土中生。农业生产既是耕地土壤
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成为土壤污染的
最大受害者。调查显示，耕地土壤污染的
种类多、分布广，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在
西北干旱地区，由于大量使用农膜，白色
污染问题突出。在中、东部，化肥、农药面
源污染的问题相对突出。在南方，由于畜
禽养殖规模化水平比较高，畜禽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

农业投入品之困

化肥、农药、农膜是种植业的三大投入
品。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种地比较效益
低，农民既缺乏能力也不愿在养地方面加
大投入，而为追求产量，多数农户存在过量
使用、盲目使用农业投入品的情况。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土壤肥料专家徐
明岗说，我国化肥年使用量达到 5912 万
吨，施肥不均衡现象突出，蔬菜、果树等附
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过量施肥比较普遍，东
部发达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城市郊区施
肥量偏高。同时，虽然我国有机肥资源丰
富，总养分约 7000 多万吨，但实际利用率
不足 40%。

“农药的主要问题是用量偏大、利用
率偏低。近年来，我国农药使用量稳定在
31 万吨（有效成分），利用率仅为 35%。这
主要是因为低毒生物农药杀虫效果不佳，
加上农民生产习惯等因素，使得低毒生物
农药推广难。”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何
才文说。

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一，
但 其 利 用 率 比 世 界 发 达 国 家 低 15% 至
20%。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化
肥、农药使用量偏高、利用率偏低，必然造
成部分化肥、农药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和渗
漏，污染土壤环境，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
化、农残富集。针对此，农业部已启动化
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到 2020 年，肥料利
用率提高到 40%以上，主要病虫害绿色防
控率达到 30%，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
增长。

今年夏收时记者发现，山东德州加大
绿色防控力度，推广了农药减量控害技
术，发展一批装备精良、反应快速的病虫
害专业化防治组织。同时，逐步扩大低毒
低残留农药补贴项目实施范围，加速生物
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逐
步淘汰用量大、防效差的老旧农药。

行走在西北的不少农村，随处可见田
间的白色农膜。近年来，随着地膜覆盖技
术的推广，蔬菜大棚连片建设，农膜残留
引发的白色污染日益严重。我国每年农膜
使用总量高达 200 多万吨，但回收率不足
三分之二。由于农膜极难自然降解，残膜
量不断增加使土壤环境恶化，土壤含水量
下降、板结且肥力下降。据测算，播在残膜

上的种子，烂种率可达 6.92％，烂芽率达
5.17％，减产量为 12％。

记者采访时发现，目前各地应用的地
膜厚度多为 0.005 和 0.008 毫米两种类
型。薄地膜后期破碎严重，回收困难；厚地
膜从技术上可以做到大部分回收，但农民
使用量较少。甘肃省的农民们给记者算了
笔账，以玉米地膜覆盖为例，用薄地膜每
亩仅需 6 斤，用厚地膜每亩需用 13 斤，成
本相差 60 元。考虑到种粮收益有限，不少
农民不愿买厚膜。

农业部有关人士表示，既要加快地膜
标准修订，严禁生产和使用超薄地膜，从
源头上保证残膜可回收。又要对加厚地膜
使用、回收、利用给予补贴，扶持一批废旧
地膜回收加工网点，鼓励残膜加工企业回
收废旧地膜，推广“旧膜换新膜”政策试
点，鼓励农民回收旧地膜。力争到 2020
年，当季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

养殖污染物之忧

养殖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来
源。据统计，全国有 24 个省份的畜禽养殖
场和养殖专业户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
本地农业面源排放总量的 90％以上。农业
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长王衍亮
说，随着养殖业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较低的短板日益突出，
污染排放呈上升趋势。随着畜禽养殖总量
不断上升，全国每年产生 38 亿吨畜禽粪
便，有效处理率不到 50%。

畜禽养殖污染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
降。部分地区畜禽养殖量无序增加，废弃
物排放量严重超过水体消纳能力。此外，
畜禽饲料添加剂中的抗生素、激素、铜、铁
等物质，随着粪肥还田，导致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污染、有害物质增加，间接造成农
产品质量下降，损害人体健康。有关研究
表明，年出栏量 10 万头的养猪场，最大污
染半径可达 5公里。

解决的办法是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
养区，实行种植、养殖结合，对病死畜禽和
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在种养密度较高的

地区和新农村集中区因地制宜建设集中
处理中心，探索规模养殖粪污的第三方治
理与综合利用机制。农业部提出，力争到
2020 年，75%以上的规模畜禽养殖场（区）
配套建设废弃物贮存处理利用设施。

实际上，不少地方已有成功经验。在
位于江苏东台市的中粮肉食公司金东台
沼气厂，金东台养猪场的病死猪由专用
车辆密封运入，经粉碎后提升到高压蒸
汽罐进行高温高压杀菌熟化，再排入发
酵罐进行中温厌氧发酵处理，最终变为
沼气和沼液。“与传统的深埋、焚烧等方
法相比，这种无害化处理不产生废气、废
液，不会造成土壤污染。”沼气厂工程师
王作刚说。

离沼气厂不远就是金东台农场承包
户张禄林的 600 亩麦地。老张每亩施用
沼液底肥 5 吨、追肥 3 吨，可省去一亩地
120 元的化肥钱。沼液作为有机肥可改善
土壤品质，可以防红蜘蛛病和小麦蚜虫。
中科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研究员
张新说，沼液土壤对比检测显示，施用沼
液肥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了 32.7%，有
效 钾 提 升 了 100% ，有 效 磷 提 升 了
57.4%。

农牧结合、生态养殖被认为是防止养
殖污染土壤和水体的一种有效模式。浙江
是全国第一个省部共建生态循环农业试
点省。浙江省组织开展农牧结合整县制布
局试点，推出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目前，
全省保留下来的 10027 家养殖场，全部实
现养殖污染污水达标排放，其中 85%以上
采取了农牧结合、生态消纳的治理模式，
全省已初步构建起种养场户小循环、生态
园区中循环和生态县域大循环的生态养
殖格局。

绿色生态农业之解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土壤高强度生产
的同时缺乏养护，导致土壤污染加剧、耕
地质量退化。尽管对具体的污染源已有一
些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但耕地土壤污染是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

加之工矿业和城乡生活污染向农业转移
压力凸显。不同于大气和水污染，土壤污
染隐蔽性强、稀释能力弱。因此，要解决也
并非一日之功。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目前农产品
产地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面临的难点很
多，有些是技术经济成本高，如用客土法
等；有的时间长，如超积累植物吸收重金
属方法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而
且，我国的农田土壤污染治理绝大多数是
在不中断农业生产的条件下进行，这进一
步加大了修复治理的难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
兴庆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做到不欠新
账，逐步使透支的农业资源、环境得到休
养生息。要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生
产退出来，把地力下降的土壤改良好，把
受损的土壤环境逐步修复治理好，才能保
护好农业发展的根基和命脉。

“国家已启动耕地休耕轮作试点，部
分污染土地可能需要暂时休耕修复。长远
看，这些限制性措施有利于农业持续发展
和提高耕地质量。”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
究员李国祥说，这也对农民生产行为提出
了更高要求。把各类农业补贴和化肥、农
膜的规范使用挂钩，引导农民减少农业生
产中的土地污染。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场长期关注土壤健康研究。他认为，
土壤问题不仅是污染问题，还包括土壤质
量退化等问题。健康的土壤是活力的生态
系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对降
低土壤污染风险有重要作用，“土壤污染
治理要与土壤质量改善统筹起来解决”。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实现农业投入减
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
化，从根本上切断农业内部污染源，才能
生产出放心的农产品。目前，国家开展秸
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农田残膜回收
区域性示范，参与的企业可享受相关财税
政策。国土部和农业部把符合条件的优先
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
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
不下降。

农业生产既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又是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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