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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信力破解环保

设施建设“邻避效应”
吴杭民

近期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要求，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日前，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等十部委出台

《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
对在部分地区探索耕地轮作休耕试点进
行了安排。前期探索情况如何，今后试点
应如何推进，记者采访了试点地区的农民
和专家。

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种植

7 月中旬，河北衡水深州市榆科镇下
博村的玉米正处于拔节后期，病虫害轻，
长势很好。“下了一场雨，玉米就长起来
了。”村民石福林种了 20 亩地，往年种两
茬粮食的他如今只种一茬，他因此领到了
每亩 500 元的季节性休耕补贴。

石福林边查看苗情边告诉记者，原来
收完小麦种玉米，现在只种玉米。小麦耗
水大，生长期又降雨少，需要打井抽水灌
溉，一季小麦要浇 3 次水，每次 60 立方
米。以前种两茬的时候，他老感觉地力不
够，就多用化肥。以前光种玉米就需要
100 斤化肥，现在减到了 80 斤。在他看
来，季节性休耕能有效节水节肥。

下博村是季节性休耕试点村之一。
全村 350 户人，耕地面积 4000 亩，去年和
前年都实施了季节性休耕。今年，村民种
植玉米 2000 亩，种了辣椒、杂粮 2000 亩，
还与附近的几个养牛场签订了青贮玉米
收购协议，收益稳定。

在河北，农业用水是社会总用水的大
头，冬小麦灌溉又是农业用水的大头。河
北省农科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副所长刘贵
波告诉记者，把小麦、玉米一年两熟改为
早播玉米一年一熟，实现一季（小麦）休
耕、一季（玉米）雨养，这实际上是变对抗
性种植为适应性种植。可以充分利用玉
米雨热同期的优势，减少地下水的开采。
同时，通过休耕小麦，使得土壤中的氮、
磷、钾以及有机质含量提升。

河北省是资源型缺水省份，亩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1/7。衡水、
沧州等地所处的黑龙港流域是最缺水地
区，58 个县大多数耕地是盐碱地，主要靠
抽取深层地下水灌溉。由于多年严重超
采，这里已形成 7 个漏斗区。2014 年以
来，结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北在漏
斗区的 41 个县开展了季节性休耕试点，
努力探索耕地休耕制度。去年秋季休耕
面积达到 104 万亩。

“通过前两年试点，季节性休耕取得
了初步成效。”河北省农业厅厅长魏百刚
说，一是节水。据对 11 个县 73 个休耕点
调查，休耕期间减少灌水 3.8 次，亩节水
180 立方米左右，104 万亩休耕地累计节
水 3.24 亿立方米。二是环保。休耕小麦
后，每亩减少化肥使用 26 公斤、农药 0.5
公斤，减轻了化学投入品对土壤的污染。

三是养地。休耕地与非休耕地相比，土壤
有机质含量略有降低，但速效磷含量提高
0.3%，速效钾含量提高 0.12%。

先行聚焦 600 多万亩重点区域

生态环境“紧箍咒”对农业的约束日
益趋紧。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认为，一方
面，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大量开
荒种地、围湖造田和开采地下水，资源利
用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农业面
源污染加重，土壤退化，生态环境的承载
能 力 越 来 越 接 近 极 限 ，已 经 亮 起 了“ 红
灯”。利用现阶段粮食供给充裕的宽松环
境，在部分地区开展耕地休耕制度试点，
缓解绷得过紧的资源环境压力，利于耕地
的休养生息。

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构建用
地养地结合的种植制度，将禾谷类作物与
豆类作物、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等轮换种
植，可以调节土壤环境、改善土壤生态，起
到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作用，增强农业
发展后劲，实现“藏粮于地”。其中，对重
金属污染地区实行休耕、替代种植和修复
治理，使产地环境得到改善、产品质量得
到提升；对北方连作障碍严重地区开展轮
作，可以减轻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降低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当前，我国土壤退化、生态脆弱的区

域较广、比重较大，只能选择问题突出、治
理 紧 迫 、代 表 性 强 的 区 域 ，先 行 开 展 试
点。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今
年，国家率先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
错区开展轮作试点，在河北地下水漏斗
区、湖南重金属污染区和西南西北生态严
重 退 化 地 区 开 展 休 耕 试 点 。 先 期 启 动
616 万亩耕地轮作休耕试点，今后 3 年至
5 年，根据农业结构调整、国家财力和粮
食供求状况，将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规模。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陈生斗说，轮
作重点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
该区域过去有粮食与经济作物、主粮与杂
粮等轮作倒茬的习惯，曾经是“漫山遍野
大豆高粱”。这些年，受效益影响，农民大
规模弃豆，玉米成了“铁杆庄稼”，连年连
作连种，既造成病虫害加重，也造成土壤
养分失衡。需要恢复粮豆轮作模式，推行
种地养地结合。

而休耕则集中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
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河北黑
龙港地区地下水超采过度，形成了约 3.6
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湖南长株潭地区
由于土壤本身重金属含量高，加之工业

“三废”、土壤酸化等问题，导致重金属污

染严重；西南西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耕地过度开发利用。需要通过休耕，
让 耕 地 得 到 休 养 生 息 ，生 态 得 到 治 理
修复。

兼顾技术模式和利益补偿

耕地轮作休耕既是制度创新，也是栽
培方式的改变。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
方的农民不一定能马上习惯，这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开展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要分类指导、精
准施策，制定完善分区域、分作物的技术
模式。

眼下，不同区域的技术路线已基本明
确。在地下水漏斗区，遵循气候特点和作
物生长规律，实行“一季休耕、一季雨养”，
休耕需抽水灌溉的冬小麦，只种雨热同季
的作物。对于治理修复受污染耕地，或采
取农艺措施，种植吸收积累作用强的植
物；或采取化学措施，施用石灰等将重金
属钝化；或采取物理措施，翻耕土壤降低
重金属活性。此外，在生态严重退化地
区，连续多年改种防风固沙、涵养水分、保
护耕作层的植物，促进生态改善。

湖南省农委副主任邹永霞说，湖南针
对不同的土壤情况，制定了 3 条治理路
径：一是分类休耕，按耕地污染程度，可达
标生产区、管控专产区、作物替代种植区
休耕时间 2 年至 3 年；二是边休耕边治理，
休耕地统一实施施用石灰、种植绿肥、种
植吸镉作物等重金属污染治理措施；三是
加强耕地保护，休耕期间开展沟渠、田埂
等农田基础设施的维护，保证休耕结束后
能迅速恢复生产。

贵 州 是 全 国 石 漠 化 面 积 最 大 的 省
份。科学的休耕方式对减缓石漠化的发
生与治理，对土壤污染的降解、土壤肥力
的保持等都有积极作用。贵州省农委种
植业处处长易勇说，已制订省级和县级实
施方案，原则是巩固提升产能，对休耕地
采取保护性措施，禁止弃耕、严禁废耕，不
能减少或破坏耕地，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
耕。力争用 3 年时间，初步建立耕地休耕
组织方式和政策体系，集成推广种地养地
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技术模式。

改变农民的种植习惯，技术指导要先
行。但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对承担轮作休耕的农民给予必要的补助，
这样农民才会主动轮作、愿意休耕。据介
绍，每年河北地下水漏斗区季节性休耕试
点每亩补助 500 元，湖南重金属污染区全
年休耕试点每亩补助 1300 元（含治理费
用），贵州和云南两季作物区全年休耕试
点每亩补助 1000 元，甘肃一季作物区全
年休耕试点每亩补助 800 元。

专家建议，为便于试点的监管，鼓励
以乡村为单位，集中连片试点。有条件的
地方，要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增强补
助的精准性。试点县要科学布点，定期监
测评价试点前后耕地地力水平、重金属含
量、地下水位等指标变化情况，做好数据
积累和分析工作，跟踪评价试点成效。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实施之后——

轮作休耕让土地能“歇口气”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 年 来 ， 因 垃 圾 、 污

水、危险废物等环保设施建

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

发生，而大部分事件的最后

结果都是“一闹就停”。一

边是环保设施亟待建设，一

边是公众质疑带来“邻避效应”，某些环保设施建

设陷入僵局的尴尬，值得有关方面深思。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2013 年全国

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 17238.58 万吨，600 多

座大中城市中，有三分之二陷入垃圾的包围中，

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垃圾焚烧厂需要的用地面积仅是垃圾卫生填埋场

的 1/20 到 1/15，垃圾通过焚烧可减容 90%，且每

吨垃圾产生的污染仅为填埋的 1/50 左右。尽管垃

圾焚烧技术还需进一步改进，但却是目前实现垃

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有效方式。不

过，“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让一

些环保设施的建设陷入了“一闹就停”的僵局。

有些居民担心，环保设施会对自身健康、自家环

境质量造成影响，担忧上马环保设施导致自己的

房产贬值，对在居住周边生活场所附近新建环保

设施表示反对。

显然，导致“邻避效应”的原因，有心理与认

知方面的因素，但值得提出和注意的是，个别政府

部门在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居民容易产

生不安全感与不公平感，不愿意信任当地相关部门

或项目发起人的承诺。虽说 2003 年 9 月 《环境影响

评价法》 开始施行，在 2006 年 2 月，当时的国家环

保总局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明确了公众参与环评的权利，而且规定了参与环评

的具体范围、程序、方式和期限，以保障公众的环

境知情权，但近些年一些弄虚作假、“猫腻”颇多

的环评报告，使环评的公信力下降很多，让人很难

相信某些环评报告的结论。

一些政府部门在上马新建环保设施前，透明公

开、广纳民意，应该是使环保项目更趋完美的必经

途径。如果个别地方或相关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

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

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等，往往会使周边

民众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反思曾经因环保设

施建设发生的群体事件，往往是因为个别地方漠视

民意，对百姓的合理诉求不闻不问，最终形成民意

的“堰塞湖”，导致矛盾升级。

所以，唯有提高政府部门和环评机构的公信

力，才能避免屡屡上演的环保设施建设“邻避效

应”事件。而相关公信力是建立在尊重民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基础之上的，体现在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过程严格监管之中。

季节性休耕试点村河北衡水深州市榆科镇下博村的玉米长势良好季节性休耕试点村河北衡水深州市榆科镇下博村的玉米长势良好。。村民石福村民石福

林往年种两茬粮食林往年种两茬粮食，，如今只种了一茬玉米如今只种了一茬玉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金亮乔金亮摄摄

广东打击涉水违法行为

图为广东省水利厅日前查获的用于违法采砂的

挖掘机、车辆等。广东省水利、环保、海事等部门在

东江干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法采砂、污染水环

境及危害水上交通安全等涉水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 王东震摄 （新华社发）

生 态 伊 春 绿 色 醉 人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王殿生摄影报道

盛夏时节的伊春满目青翠，400 万亩山川和林海，
让这座城市绿意盎然，阳光澄澈。

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纵贯其全境，
是北方重要的森林生态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 84.4%，
素有“中国林都”的美誉。这里不仅有中国北方罕见的
山岳地质奇观，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
红松林，还有分布广泛的河流水系和上千种野生动植
物资源。

近年来，伊春市坚持生态立市不动摇，通过实施“旅
游+”战略，开发了森林观光、休闲度假、森林狩猎等旅游
产品，形成了比较合理的旅游产业链条和空间布局。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内，原生态的沼泽、湖泊、森林、灌丛等湿地自然景观

错落有致，风景宜人。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有植物 1390 多

种，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

▼伊春是一座森林环拥的城市，独具

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

犷、神奇而闻名遐迩。

▲伊春金山屯区金山天然鹿场绿草茵

茵，梅花鹿沐浴着夏日的晨风，在山谷里

自由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