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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环 境 保 护 部 部 长
李 干 杰 近 日 在 京 主 持
召 开 环 境 保 护 部 2017
年第三次部务会议，审
议并原则通过《农用地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草案）》。会议指
出，良好的土壤环境是
农 产 品 安 全 的 重 要 保
障，是人居环境安全的
重 要 基 础 。 要 加 强 与
农 业 等 部 门 的 分 工 合
作，形成推进农用地土
壤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解 决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问 题 是 保 护 农 用 地
土 壤 环 境 的 重 点 之
一 。 本 版 为 此 特 刊 发
相 关 地 方 经 验 报 道 ，
以飨读者。

现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石
嫣曾于 200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
州“地升农场”学习实践，并于之
后数次到美国参加会议和田野
调查，对美国农业生产尤其是有
机农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石嫣告诉记者，美国的农
庄 分 成 不 同 的 种 植 和 销 售 方
式。第一类是大部分生产粮食
和油料类的农业种植，拥有成
千上万亩地。这种规模化生产
的农场遵循“要么变大、要么走
人”的逻辑，面积也越变越大，
主要是采取规模化流通方式，
如批发市场和超市体系。第二
类是美国的中、小型农场，种植
面积 50 公顷（750 亩）以下的中
小型农场。这类农场往往采取
家庭经营的方式，其中有一部
分是采取有机生产的方式，主
要的销售方式包括：社区支持
农 业 CSA、农 夫 市 集 、消 费 者
合作社等。

美国也曾遭遇了农田土壤
环境退化的问题，一度让政府
和学术界头疼。石嫣说：“美国

的土地以前是大草原，现在变
为耕地，在 200 年农耕历史中，
土壤肥力下降很明显，主要还
是忽视环境问题，大量机械化
耕作，以及大量施化肥、农药的
原因。”石嫣曾翻译的《四千年
农夫》一书中，对此有过阐述。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美国
环保和农业部门采用分类管理
模式，对常规种植部门和中小
种 植 部 门 采 取 相 应 的 管 理 模
式，同时出台了对化肥、农药的
管理政策。

1972 年，美国推出最佳管
理 实 践（简 称 BMPs），来 实 现
化肥减量的目的。就农业面源
污 染 的 控 制 而 言 ，BMPs 主 要
包括农业生产上的技术管理措
施、对降雨径流的工程性治理

措 施 以 及 经 济 层 面 的 保 障 措
施。现已提出的 BMPs 主要有
少耕法、免耕法、限量施肥、综
合病虫害防治、防护林、草地过
滤带、人工水塘和湿地等。与
此相关的控制技术有农田最佳
养分管理、有机农业或综合农
业管理模式和农业水土保持技
术措施等。

BMPs 在具体实施中还采
取了经济手段，即联邦政府拨
付专门的项目资金，对自愿采
纳最佳管理实践的农户给予财
政补偿、技术支持和相关金融
支持。通过经济激励或创建市
场改变农民的成本利益结构，
促使农民自觉采用环境友好的
替代技术，从而间接引导其减
少化肥使用量。BMPs 在美国
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美国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选择，并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美国调
查评估报告显示，1990 年美国
面源污染约占总污染量的 2／
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占面源污
染 总 量 的 68％ ～83％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有 效 治 理 和 控 制 ，
2006 年 美 国 的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面积已比 1990 年减少了 65％。

美国大规模种植的农场还
采用轮作和免耕方式。轮作指
同一块土地今年种一种作物，
明年再换另一种。免耕则不使
用整地机翻整土地，将前一年
收获后的秸秆等残余绞碎后留
作土壤肥料，覆盖于土地上，这
不仅有助于保护土质，也提高
了粮食产量。

“美国在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方面还注重精准施肥。”石嫣
告诉记者，我国在农业种植中，
约有 2/3 的化肥量属于无效施
肥，导致化肥增施过多。在美
国，一些大型农场已经采用科
技手段来精准投放农药、化肥。

“此外，美国一些大学的推
广中心还在农场和村镇中推广
有机农业生产技术，政府对有机
农业也有相应的补贴。”石嫣说。

随 着 政 府 日 益 重 视 环 境
问题，以及民间的倡导推动，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场 转型做有机
农 业 。 有 机 市 场 也 更 加 多 样
化，如超市、CSA、有机餐厅等
模式愈益成熟，小型农场减少
机械依赖并更多重视保护生物
多样性。石嫣表示，发展有机
农业也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
一大方向。

在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教 授 李
保国的朋友圈里，有一则被刷
爆了的微信。照片里，潮湿的
黑土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秸
秆，玉米迎来大丰收。照片上
配有“雨后梨树站”5 个字。不
少李保国的朋友表示惊讶：为
什么农田种植采用空一行、种
一行的方式？

李保国解释说，这是吉林
省梨树县采用的轮作免耕“梨
树模式”的一种方式。梨树县
是吉林省四平市下辖县，位于
吉林省西南部，地处松辽平原
腹地，有“东北粮仓”和“松辽
明珠”的美誉。随着对土地资
源高强度的利用，黑土地退化
十分严重，土壤变得贫瘠、肥
力下降，疲惫不堪。“梨树县是
农业大县，如何让黑土地在不
影响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恢复
活力，促进土壤环境保护与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
要课题。”李保国说。

“一直以来，粮食产量的
增加主要得益于品种的更新、
化肥与农药的高投入，但产量
增加的幅度却呈现逐渐减小
的趋势。”梨树县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站长王贵满告诉记者，
干旱、地力下降和传统耕作方
式也是导致土壤健康受影响
的主要原因。

为 了 让 土 壤 恢 复 健 康 ，
2007 年，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与中国科学院等农业科研院
所合作，在县里建立起保护性

耕作研发基地——玉米秸秆
覆盖免耕栽培技术试验田。

如何种？

“从保护土壤的角度讲，
秸秆是很好的养料。”王贵满
介绍，当玉米丰收后，采用秸
秆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分 3 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为秸秆全覆
盖；第二阶段为秸秆覆盖宽窄
行种植；第三阶段则将秸秆条
带覆盖。

秸秆还田并不新鲜，在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农民大多采用秸秆还田的方
式处理秸秆。“这些国家采取
少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技术
来 涵 养 土 壤 。”李 保 国 表 示 ，

“长时间的休耕可以使秸秆在
田 里 得 到 充 分 有 效 的 分 解 。
秸秆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则体
现了让土地休耕的思想。”

休耕不是让土地荒芜，而
是让其“休养生息”，用地养地
相结合来提升和巩固粮食生
产力，既可以让疲惫的耕地修

养生息、恢复生态，又可以通
过改良土壤，增强农业发展后
劲，实现真正的“藏粮于地”。

但是，欧美国家农业机械
化发达、耕种土地规模化，它
们的休耕方式不适宜我国国
情。梨树站研发的技术既借
鉴了发达国家的方式，也结合
了我国国情。在还田时，注重

“宽窄行”的栽培模式。即在
传统的均匀垄基础上，3 垄为
一个组合。第一年，在一个组
合中按不 大 于 原 来 的 垄 距 播
种 两 行（垄）、空 一 垄（行），
形成窄行、宽行模式，窄行距
一 般 为 50～60 厘 米 ，宽 行 距
一 般 为 120～130 厘 米 ，窄
行、宽行交替进行；第二年在
上 一 年 的 宽 行 中 播 种 窄 行 ；
第三年在第一年的播种位置
播种。

效果怎样？

实践证明，采用宽窄行种
植，既让土壤得以轮休，粮食
也不会减产。同时，土壤蓄水

保墒能力得到提高，因土壤肥
力增加，化肥使用量降低，节
本增效明显。据连续多年测
定 ，土 壤 有 效 水 量 供 给 增 加
50mm 左右。连年秸秆覆盖还
田，土壤有机质呈递增趋势。
有机质积累主要在表层，全秸
秆覆盖免耕 5 年后，0~5 cm 土
层 的 土 壤 有 机 质 可 以 增 加
20%左右，5cm 以下土层土壤
有机质也逐渐升高。

在 免 耕 秸 秆 覆 盖 技 术 田
块，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最多
时增加到 120 多条，是常规耕
作 的 6 倍 。 王 贵 满 欣 喜 地 表
示，正是大量蚯蚓的活动，使
保护性耕作条件下的土壤有
着良好的孔隙度，土壤不至于
太过坚实，疏松的土壤才是健
康的土壤。

李保国告诉记者，由于秸
秆中的养分回归土壤，土壤中
全氮、全磷、全钾以及速效氮、
速效磷、速效钾均会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秸秆覆盖全免耕 5
年后的地块，每年可比现在耕
作 方 式 减 少 化 肥 施 用 量 20%

左 右 ，仍 然 保 持 粮 食 稳 产 高
产。在梨树镇高家村 10 年的
定位试验中，尽管减少化肥使
用量 20%，粮食的平均产量依
然比不采用这一技术的地方
高出 5%~10%左右。

梨 树 镇 康 达 农 机 合 作 社
的试验基地连续 5 年每年少施
20%化肥，粮食照样丰收。村
民高兴地表示，以前为了确保
粮食产量，不得不大量增肥。
尽管如此，土壤越发贫瘠，最
后形成恶性循环。

李保国告诉记者，在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导向下，
新技术的采用有利于减肥减
药，是保护耕地质量的一大发
展方向。

经 过 多 年 的 研 究 完 善 和
示范推广，到 2017 年，这项技
术在梨树县示范面积已经扩
大近 1 万公顷，试验基地遍及
全县各乡镇，有的村已经实现
了全村覆盖。王贵满说：“这
片试验田是我国研究土壤在
各种条件下变化规律的重要
阵地，是研究土壤改良的‘宝
地’。”

当 记 者 问 到 推 广 有 何 难
度时，王贵满表示，最大的难
度在于扭转农民的思想。要
让他们实地考察，切实看到减
肥减药也能保证产量，才能让
他 们 改 变 原 有 的 耕 种 方 式 。

“不要小看每一片农田的减肥
减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
贵满说。

■专访人介绍

石嫣：清 华 大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博 士
后，国家发改委公众
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
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
播大使。现为分享收
获 CSA 农 场 创 始 人
与负责人。中国社区
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
业的重要推动者。著
有《我在美国当农民》
一书。

本报通讯员康广凤 林云青 李慧中青岛

报道 青岛双桃精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
辖的宜昌路 31 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治理工
程，近日已通过公开招标程序。

这是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山东
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多项政策文件
颁布后，青岛市启动的第一个重金属和有机
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工程，也是第一个由企
业出资开展修复治理的工程项目。

据悉，修复场地为青岛双桃精细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宜昌路 31 号厂区，始建于上世
纪 20 年代，总占地面积约 16.9 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7.5 万平方米。根据青岛市老城区
工业企业搬迁改造、优化产业布局的要求，
宜昌路 31 号厂区已整体搬迁至平度新河生
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宜昌路 31 号地块开
展的生产活动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的污染物
主要包括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需修复
的土方量约 12 万立方米，预计投资总额 7000
万元。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青岛双桃
精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对这一场地实
施土壤修复，并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确定了施
工单位。为确保修复方案科学严谨，公司还
举办了实施方案评审会，对中标单位编制的
修复技术方案进行严格把关。

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青岛市污染
场地修复提供重要的示范和参考价值。修复
成功后，这一区域将进行综合性开发，从而彻
底改变宜昌路 31 号地块区域的环境质量，维
护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

青岛启动首个重金属和有机
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工程

■专访人介绍

代明亮：农 学 硕
士，北京富平创源农
业公司副总经理。多
年来一直从事与有机
农业和健康食材相关
的生产、销售、流通和
管理工作，对生态农
场经营和农产品供应
链管理经验丰富，和
日本农业专家有多次
深入互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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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明亮曾对日本农业进
行过深入考察，他告诉记者，
日本农业的组织形式、生产
过程、市场化道路与我国不
同。日本土地私有化，一个
农场规模约在 100 亩~300 亩
左右。农场采取世袭制度，
一般由家里的长子来继承。
由于土地私有，一定程度上
使得农民较为珍视土地，对
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比较谨
慎。在肥料使用上，农民会
年年投入有机肥，以此涵养
土壤。

代明亮对东京郊区的越
川 家 农 场 印 象 深 刻 。 这 个
200 亩左右的农场位于东京
郊区。农场 门 口 就 有 自 己
做 的 堆 肥 场 ，院 子 里 用 集
装 箱 当 冷 库 ，存 贮 蔬 菜 。
农民的房子安在农场角上，
用庭院和装饰围绕起来，颇
有韵味。

越川家农场因每年投入
有机肥，农场的土质疏松、湿
润，泥土呈现深褐色，干净健

康。考察人员用直径 0.5 厘
米的钢条往泥土中插，很容
易就插入深度 1.2 米处。代
明亮解释说，这是土壤肥沃、
健康的标志，在这种土质中，
非常适宜种植胡萝卜、甘蓝、
生菜等蔬菜。

代明亮表示，种地讲究
好人、好土、好菜。农业种植
要 求 农 民 在 理 念 上 认 同 减
肥减量，转变人的观点是一
件 难 事 ，需 要 政 府 大 力 宣
传 。 日 本 在 这 一 方 面 有 值
得借鉴的地方。

上世纪 70 年代，日本大
规模发展工业，导致农业生
产滥用化肥，土壤环境受到
破 坏 。 深 刻 反 思 这 一 问 题
后，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日
本提出发展“环境保全型农

业”，推行化肥减量政策，重
点是减少农田盐碱化、农用
化学品面源污染和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

日本环保型农业的建设
首先是采取舆论宣传，加大
对环境保护的科普、宣贯力
度，让农民产生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以及保护土壤的环境
意识。其次，在政府支持下，
由农业协会引导、带动生产
者与消费者对话等。

一是推行统一认证和标
识制度。从 2000 年开始，日
本逐步推行有机农产品、生
态农户等认证与标识制度。
代明亮认为，用市场选择来
引导和规范农业生产者的种
植方式、发展环境保全型农
业，是一种有效的经济促进
手 段 。 2006 年 ，日 本 颁 布

《有机农业促进法》，定期修
改有机农产品标准，加大对
有机生产的鼓励。

二是在政策、贷款、税收
上对环保型农户给予支持。
如从 2007 年开始，对符合标
准的环保型农户，给予硬件
补贴、无息贷款支持和税收
减免等优惠政策。

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团体
的宣传作用。如日本有机农
业研究会、保护大地会、消费
科学联合会、消费者联盟等
社会团体，深入农村基层，对
农民进行宣讲，引导农民积
极参与，从而推进化肥减量
减药行动。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实
现了化肥减量的目标。统计
数 据 表 明 ，2005 年 ，日 本 认
定的生态农户有近 10 万户，
到 2011 年 则 增 加 至 21 万
户。2013 年，日本环保农业
生产面积已达 4.5万公顷。

代明亮认为，日本化肥
减量控制主要采取公众参与
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因较少
需要监督管理，所以管理成
本 低 。 但 缺 点 是 政 策 是 非
强制性的，所以短期内效果
也 许 不 明 显 。“ 但 从 长 期 来
看，这种方式有助于扭转我
国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
生产意识，提高他们对土壤
保护的认知。如果能结合其
他措施，依然不失为减肥减
量的一项长远对策。”代明亮
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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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减肥减药 土壤恢复健康
吉林梨树改变种植方式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本报记者张春燕

七色土

本报记者张春燕鄂尔多斯报道《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开幕。《公约》196 个缔约方政府、20 多个
国际组织约 1400 人将参加为期两周的会议。

本次大会以“携手防治荒漠 共谋人类福
祉”为主题，主要任务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推动形成《公约新战略框架》等 5
项成果，确认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各
缔约国提出本国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的国
家自愿目标和行动计划。大会选举中国国
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担任《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主席。

大会还将发布《鄂尔多斯宣言》，体现大
会共识和生态文明及“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我国荒漠化防治成
功经验和治理模式转化为国际语言纳入宣
言。同时，利用大会平台，邀请“一带一路”
沿线荒漠化严重的国家，共同协商在《“一带
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框架下建
立合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交流，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
本次大会的召开，体现了我国履行荒漠

化防治责任和义务的积极态度，表达了我国
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力推进全球荒漠
化防治的良好愿望。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幕

典型案例

五色土

美国 日本

免耕栽培技术示意图

为公开、公平地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县评选工作，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并监督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创建工作，
现对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初
步名单进行公示：

一、公示时间：2017 年 9 月 7 日~2017
年 9月 13日。

二、公示期间，环境保护部接受来信和
来电反映这些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县创建中存在的问题。公示期间设立下列
举报联系方式：

电话：（010）66556333
传真：（010）66556306
电子邮件：stszhc@126.com
三、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县初步名单
北京市延庆区，山西省右玉县，辽宁省

盘锦市大洼区，吉林省通化县，黑龙江省虎
林市，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南京市江宁
区、泰州市姜堰区、金湖县，浙江省湖州市、
象山县、新昌县、杭州市临安区、浦江县，安
徽省宣城市、金寨县、绩溪县，福建省厦门
市海沧区、长汀县、永泰县、德化县、泰宁
县，江西省靖安县、资溪县、婺源县，山东省
曲阜市、荣成市，河南省栾川县，湖北省京
山县，湖南省江华县，广东省珠海市、惠州
市、深圳市盐田区，广西自治区上林县，海
南省琼中县，重庆市璧山区，四川省成都市
温江区、蒲江县，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贵
阳市观山湖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石林
县，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陕西省凤
县，甘肃省平凉市，青海省湟源县，新疆自
治区昭苏县。

对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县初步名单的公示

◆本报记者张春燕◆本报记者张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