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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农业面源污染任务紧迫

绿色防控落地到田要过三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新疆昌吉

把城市建成“大景区”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当前，我国农业面

源污染趋势尚未得到有

效遏制。加快推进病虫

绿色防控，引领农业绿

色发展，任务紧迫。眼

下，绿色防控正跨越技

术 关 、 效 益 关 和 服 务

关，加速走进田间地头

4月24日，新疆昌吉市北沙窝，
在一片片平整好的土地上，来自三工
镇 的 1000 多 名 村 民 正 在 种 植 梭
梭苗。

“今年我们要恢复种植 10 万亩
梭梭林，下个月初就能种植完。到了
秋天就能见到良好的生态效益了。”
昌吉市林业局局长刘新江告诉记者。

北沙窝所在的北部荒漠地区地
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昌吉市
借鉴南疆地区沙漠边缘植被种植成
功经验，投入 3 亿多元，将从 100 多

家农场收回的20.5万亩土地通过平
整、开沟、滴灌，逐步恢复成梭梭林。

今年，昌吉市启动“绿色崛起美
丽昌吉”绿化美化行动，计划到2020
年，新增林地32.2万亩，其中生态恢
复20.5万亩。为了打造东南西北中
闭合的绿色生态空间，昌吉市按照

“南护天山、中管平原、北治荒漠”的
思路，加快构建“点线面网”相结合的
绿洲生态屏障。北部荒漠地区，将被
打造成一座集生态保护、植物景观、
科普宣教、沙漠旅游为一体的国家沙
漠公园。

在昌吉市硫磺沟镇兖矿新疆矿
业公司硫磺沟煤矿矸石山矿区，红叶
海棠、大白杨、大叶榆等刚刚栽植的

各类树木发芽吐绿。
“这道绿色生态屏障正在变为风

景。”硫磺沟煤矿副矿长徐怀阁介绍，
“为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我们按照
发展绿色矿区目标，对矿山进行清理
绿化。目前已经投入580多万元，计
划完成绿化面积6500平方米”。

据了解，位于昌吉市南部山区的
硫磺沟镇是曾经的煤炭企业集聚区，
这里土层浅薄，生态环境脆弱，植树
条件极为艰难。近年来，昌吉市持续
加大对南部矿区的环境整治力度，加
快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2017
年以来，全面关停了14家产能30万
吨以下的煤企，全力推进矿区采坑回
填治理等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按照全域景区化的思路，我们
把昌吉市当作一个‘大景区’建设，期
望实现城景交融、景城互动，走出一
条城市化生态发展之路。”昌吉州党
委常委、昌吉市委书记孟凡刚说。

未来两年，除了在城南实施生态
修复工程，在城北大力退耕还林，打造
荒漠公园，昌吉市将在城西实施312
国道生态廊道工程建设，把昌吉市城
区的西入口建设成为集产业功能、城
市功能、生态功能为一体的城市道路
景观廊道；在城东全面实施头屯河生
态绿化工程，打造昌吉东部门户的生
态廊道，有效改善头屯河两岸三地区
域生态环境；在城市中部，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重点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实现
道路林网化、条田林网化，并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推动全市222个自然村居
民点中60%的绿化美化建设。

预计到 2020 年，昌吉市的森林
资源总面积将达415万亩，森林覆盖
率将达20%以上，城镇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将达40%，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将达13平方米以上，水岸绿化率将
达80%以上，道路绿化率将达85%，
村庄绿化覆盖率将达30%以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
中国，推进绿色发展，这是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
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途径。

推进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推进全面变革。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
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推进绿色发展，需要着力打造
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核
心应体现生态原则，努力推进产业
的生态化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
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
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摒
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
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另外，
推进产业生态化，也是产业实现经
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因为具有生态
属性的产品，必然具有更持久的需
求价值。

推进绿色发展，需要努力形成
新的生活方式，尤其需要着力打造
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体系，努力实
现全民消费方式的节约化。提倡节
俭消费，意义是多方面的。从经济
层面看，消费节俭有利于经济稳定
可持续发展；从环境层面看，节俭更
有利于环境保护，因为节俭会大大
减少人们对资源的索取程度，从而
大大减轻环境被破坏的压力；从社
会层面看，节俭有利于提升人们的
道德水平，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因为一个人的节俭，即意味着对其
他人提供了获取更大消费福利的可
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对自然损害的

减少。
推进绿色发展，要进一步加大

法律约束力度。要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
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
度等。

推进绿色发展，要从教育抓
起。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绿色意
识，让他们养成绿色行为习惯。要
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
巨性。要让绿色行为成为企业、单
位、公众的自觉行为。各地各部门
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
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
治。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
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等。
各企业和单位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
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生态文
明建设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需要人人参与。要在全社会倡导推
广绿色消费理念，推动形成节约适
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良好氛围。

推进绿色发展重在落实。要加
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
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
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
色行动体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
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
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还要落实领
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对不尽责者严肃追责。

（作者为甘肃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

推进绿色发展是系统工程
宋圭武

在农业生产上，化学农药的老路
走不通，绿色防控成为必然选择。“化
学农药在控制病虫危害损失的同时，
也带来了过量使用问题，影响生态环
境。绿色防控倡导以生态调控、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
好型措施，替代化学防治来控制病虫
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农药使
用风险，引领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农
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

技术关
技术模式更实用和集成

“有了这些杀虫灯，1500亩稻田
每季可少用一次以上的农药。”在江西
省永丰县五团村水稻绿色植保技术示
范区内，工作人员邱尧彪感触很深。
除了诱虫灯，示范区还选用优良抗病
虫害水稻品种，提高其自身的抗病虫
能力；利用“天敌”和微生物以虫治虫、
以菌治虫；安装杀虫灯、使用性引诱剂
等安全高效诱杀害虫；推行生物农药
替代化学农药，实现低毒高效杀虫。

截至2017年底，全国主要农作物
绿色防控面积达到5.5亿亩，绿色防控
覆盖率达到27.2%，比2014年提高了
7.2个百分点。不过，技术集成不够依
然是绿色防控的薄弱环节。据介绍，
绿色防控单项的技术开发比较多，但
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集成组装的

成熟技术模式还不充分。同时还有
“地上防控”与“地下防控”不匹配，对
产地环境改良重视程度不够等。

绿色防控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当务之急是组织农科教企协同攻关，
以实用性、适应性为目标，着力研发和
提升，使绿色防控有技术能支撑、有产
品可使用。近年来，各地以农业生态
区域为单元，因地制宜集成了150多
个效果好、操作简便、成本适中的绿色
防控技术模式。目前，农业农村部种
植业司已会同全国农技中心总结提炼
出28套适合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全
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将在各地进一
步验证后，尽快上升为行业标准。

效益关
提高绿色防控的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病虫绿色防控还存
在一些困难。一是理念转变难。现在
一些小农户还是习惯于使用化学农
药，效果好、来得快，对生物防控等效
果慢、操作复杂的技术接受程度还较
低，不主动、不愿意推广应用。二是发
展不平衡。区域间存在不平衡，优势
产区和大中城市技术推广快，其他地
区慢。作物间也不平衡，果菜茶等经
济型园艺作物技术推广快，小麦、水稻
等大田作物推广少、运用比例低。

“采用绿色防控措施，水稻病虫亩

防治成本增加了40多元，农药减少6
成。但由于缺乏优质优价销售渠道，
大多数稻米仍按普通稻米价格收购，
影响农户的积极性。”上海市金山区植
保站站长顾士光说，病虫绿色防控涉
及理念的转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推
动，有必要采取一些扶持政策。记者
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已
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蔬菜、水稻病
虫绿色防控补贴，每亩分别达到150
元、80元以上。

为支持绿色防控落地，农业农村
部每年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推进主
要粮食作物和果菜茶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同时，在
粮食主产区和果菜茶优势区，对理化
诱控、生态调控、生物防治技术物化产
品等实施补贴。吉林省每年投入近
9000万元，推广赤眼蜂和白僵菌防治
玉米螟等技术，玉米螟绿色防控覆盖
率达到了62%。天津市财政每年列支
60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防虫网、杀虫
灯等物化产品补贴。

日前举行的全国病虫绿色防控推
进落实会现场演示了北京市农药补贴
信息化操作系统。种植户持“北京市
作物健康保障一卡通”到植物医院扫
卡确认，植物医生做出诊断、开方，种
植户买药并享受补贴都在信息系统中
完成。北京市植保站站长周春江说，
借助该系统实施绿色防控补贴政策，
能使所有持卡农户享受植保服务和优
惠政策，做到“谁购买补贴谁、买多少
补多少”。

服务关
破解绿色植保最末端难题

在北京金六环农业园，产前消毒
预防、产中综合防控和产后残体无害
处理等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于大棚内的
草莓、韭菜、番茄种植上。该园区是北
京市蔬菜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示
范基地之一，以北京市植保站为依托，
重点推广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这
样的基地较好地解决了绿色防控的问
题。那么千家万户的小农种植户又如
何做到绿色防控呢？

背着药桶，一手加压、一手喷洒农

药，这是以往我国农村最常见的植保
方式。一家一户的农民分散防治病
虫，不仅效果不理想、防治成本高，而
且难以利用新式的植保器械。据统
计，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无人植保机等
一批绿色防控手段大多在专业化服务
组织和有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
中。可见，绿色防控的社会化服务有
市场、有需求。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主要农
作物绿色防控面积中，适度规模经营
实施面积占75%以上。有关部门正通
过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搭建推
广平台，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
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目前，全国
在农业部门备案的植保专业服务组织
超过4万个。这些专业服务组织，既是
推进统防统治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
绿色防控的主力军。

不过，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组织
发展并不均衡。“一方面专业化统防统
治发展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部分服务
组织却遭遇盈利难的困惑。”湖南省植
保站站长杨孚初坦言，以湖南为例，三
分之一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靠自己实现
了较好的盈利，能够健康发展；三分之
一刚好保本，加上政府补贴，略有盈
利；三分之一靠政府补贴能勉强生存。

针对上述痛点，各地积极扶持绿
色防控市场主体。湖南省依托“百企
千社万户”现代农业发展工程，把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作为重点应用
对象，把专业化服务组织作为重点实
施主体，建成标准化区域服务站300
个，破解植保服务“最后一公里”难
题。北京市则建立植物医院83家，培
养植物医生445人，覆盖全市164个
乡镇。同时，培育蔬菜病虫害专业化
防治服务组织共16家，专职从业人员
300余人，日作业能力约5000亩。

曾衍德说，今后在绿色防控上要
强化两个理念，一是树立绿色植保理
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植保全过
程，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加快绿色防控
技术推广。二是树立公共植保理念，
培育植保专业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
服务。“下一步，将以粮食生产功能区、
果菜茶优势区、农产品品牌基地为重
点，示范引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4月27日，贵州省大方县核桃乡木寨村马白寨组食用玫瑰花基地，白
族女孩在晾晒采摘的成熟玫瑰花瓣。据了解，目前该村种植玫瑰花180
亩，全年可产鲜花 14 万斤，用于加工生产玫瑰花茶、玫瑰花饼、玫瑰
酒、玫瑰醋、玫瑰点心等，产值可达700多万元，可直接带动38户村民增
收致富。该村计划明年引进优良品种，扩大1000亩有机玫瑰种植，并增
加玫瑰特色产品深加工。 罗大富摄

据新华社电 日前，来自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等多个单位的管理者
和专家聚首西藏林芝，研讨高原湿
地保护与恢复，并发表了《加强高原
湿地保护，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林芝宣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
良说，青藏高原是欧亚大陆上发育
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孕育了黄河、
长江、湄公河等，被誉为“中华水塔”
和“亚洲水塔”，青藏高原湿地生态
区位重要，生态功能和保护价值巨
大，其中高寒沼泽地泥炭储量大，对
应对气候变化和稳定全球气候具有
重要作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气候变
化和不均衡的区域发展的双重压力
下，脆弱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需要
更加珍惜、呵护和全面保护。大家
倡议，加强高原湿地保护管理，把长
江大保护落到实处；深入研究并科学
诠释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价值，强化
生态保护意识，落实保护管理主体责
任，严厉打击破坏高原湿地行为，创
新生态管护员机制；尊重长江流域的
自然属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完整性，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发挥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的聚合作用，及
时总结推广湿地保护修复的最佳
实践案例和成果。

《林芝宣言》发布

倡议加强高原湿地保护

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灵华山有机白茶种植基地采用了黏虫板、诱虫灯等绿色防控技术，可明显减少虫害发生，提高
茶叶品质。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