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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路径

李� 虹� 马金虎*

榆林市榆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为农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尊重生态资源利用规律

和原则，在农业发展中结合生态理念，提高农业生态水平。在农业生产中需要注重环境保护思想和措施的融入，打造

现代农业模式，推动生态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路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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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经济系统开发利用的基础，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资源过

度开发会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反过来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乎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而且也关系到全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决定农产品竞争力，只有绿水青山才能产出金稻银米，让我国生态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

机农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将生态农庄、绿色农业、新型合作

社以及智慧农业等农业经济新业务结合起来，实现农业产业生态化和现代化���。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率，也关乎农民的民生福祉。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就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KP�，单靠粮食种植不足

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因此要改变过去农民土里刨食依赖粮食作物艰难生存的局面，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实

现产业升级，带领农民致富，创造二三产业工作岗位，为农村引入资本和人才，实现乡村振兴、农业高效，农民富

裕的目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生态环境保护能够扭转当前农村生态功能减弱的状况，更好地发挥生态调节功能，恢复土壤，涵养水土，净化

空气，保土固碳，尤其是在调节气候，控制有害生物，防风固沙，控制农业污染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根据人民日报�

月��日的报道。五年来，我国荒漠化、沙化和石漠化面积分别缩减了�����、����、�����NP�，生态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只有做好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改变过去底子薄、基础差、欠账多的问题，治理短板才能够全面提升农村的生态文

明发展水平���。

2��当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问题

�����农业生态环保意识淡薄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民受到教育程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环保意识仍然有待加强。特别是长期在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的影响下，烧荒、焚烧秸秆、木材的现象依旧存在，禽畜排泄物仍然未经有效处理。由于农村

居住分散，缺乏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管网建设不完善，导致末端排放污染较大。受到单产压力和传统观念的影

响，农民在生产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化肥利用率普遍低于��％，缺乏生态农业发展意识。在经济和生活的压力下，农

民更关心和就业、致富、收入相关的内容，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短视性，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加之大量污染企业

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导致污染加剧，基层部门对排污治理缺乏重视。

*通讯作者：马金虎，����������，汉族，男，陕西榆林，榆林市榆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一般干部，农艺师，

本科，研究方向：农业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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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依然不乐观

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工业污染废水和废物正在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水域、土壤和空

气都受到污染严重。大量含有化肥农药的污水排入农业环境，农药在土壤里不易降解，进入食物链后浓度还会持续增

加，并且破坏了病虫害天敌防治系统。森林和湿地面积减少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盐碱地和土地沙漠化趋势明显。

水土流失加剧，水蚀、冻融侵蚀、风蚀面积，土壤肥力下降，多地农业生态承载力已经超出临界值，即使是东北肥沃

的黑土地也面临逐渐贫瘠的问题。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压力导致水资源短缺，干旱现象加剧。人类在生活和生产

中不断进行扩张导致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农村生活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操作性差，法律建设水仍需提高。立法建设滞后于实际经济发展和农业开

发，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立法空白。基层缺乏执法权，执法人员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个人违法成本较低，农业环境执

法较差。在监管系统体系上，权责不明，管理混乱，人手不足。比如保护区被占用，林草地的被侵入，排水工程不完

善，水电站管理措施不健全，水源被污染等现象仍有出现。资金投入相对不足，还不能够满足污水治理、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网铺设的需要。缺乏垃圾处理和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农业生态监测预警机制，科技水平相

对落后，不满足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培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首先，利用新媒体技术等群众接触频率高的领域大力宣传农业生态环保知识，从广播电视向移动端转移，让环保

知识能够从茶余饭后传到田间地头。在农业生产的具体行动中逐渐强化观念，得以落实，构建农业生态的舆论大环境。

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监督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让广大村民认识到绿色发展的意义，能够自

觉保护村里的一草一木。其次，依托学校、企业、机关单位、合作社等组织展开宣传，尤其是利用学校系统影响学生，

让学生影响家长，比如组织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环保类活动，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全面统计农业从业人员，针对具体

行业给他们传播专业性的环保知识，让他们了解自己行业的生态环境规律，建立生态伦理观念。第三，普及环保法律知

识，建立环保法律观念，培育农民生态环境保护维权意识，尤其是针对当前环境治理的重点问题，比如面源污染、农产

品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分类、城市污染物转移排放等问题进行针对性普法，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提高农业生态治理水平

首先，进一步推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制定相关标准，配套技术管理

手段，比如完善农药残留监控体系。对秸秆焚烧、种畜种禽管理、农田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具体的规定，同时对

土壤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空气污染等防治进行完善的立法规定，科学确定环境基准和技术规范。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激励机制，让村民积极投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当中，促进资源和权利流转，确保农业资源合理利用。

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对环境破坏的惩治力度，尤其是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等行为严厉处罚。其次，强化执法过程，加强

执法力度，进行基层执法机构的建设，推动城乡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体化，培养专业的执法人员。不断完善硬件设

施，设置污染源监测装置，实现监控和执法对接。构建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各级部门明确责任，协同合作，以基层部

门为执法单位，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监督。第三，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制度，以税费补贴为主，直接补贴为辅，鼓励村民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对企业征收生态环境保护税，完善资源税种类，限制无节制的开发���。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力度

加大农业科技可发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尤其是在工业三废处理，推广新型农

业技术，比如太阳能温室大棚、风能利用、小型机械耕作技术和低碳技术等。同时要使用有机肥料逐渐代替农药化

肥，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逐渐走生态农业之路。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因此要提高到��％以上。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继续推动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每户一个垃圾桶，将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以上。提升

污水处理能力，对农村管网进行改造，连接污水处理和雨水收集等装置。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升水土涵养能

力。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我国荒漠化占国土面积的��％以上，尽管过去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和��％的森林

覆盖率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大力进行生态还林和还草的工作，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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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需要加强环保意识的培养，完善立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做好科技支撑和产业模式创

新，实现我国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张弛�席运官�孔源�田伟�肖兴基�赵克强�生态环境视角下有机农业发展助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农

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郭冰�马晶�魏政�杜勇�李建政�马志超�刘荣志�聚焦农业生态环境建设营造生态宜居新乡村——第六届中国现代农

业发展论坛综述�-��农学学报�����������������

���王茜�中国环境保护法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度解读——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灌溉排水

学报�����������������

���王农 �刘宝存 �孙约兵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与未来科技创新的思考 � - �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报�����������������

���郭晗�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人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