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乡 村 发 展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0年第3期

1　生态循环农业的定义

生态循环农业是以农业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

核心，按照“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可控制化”

为原则，以投入产出最大化、可再生资源高效循环

化、有害物质排放最小化为目标，最终达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同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

具有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和资源循环、生产绿色

等优势。郑水明认为，生态循环农业是建立在可持续

发展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运用生态工程学

方法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新技术，旨在保护农业

生态环境，增加农产品经济效益、农村资源循环利

用、提升农业生态环境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最终达

到减少原材料投入、循环利用物质能量、减少农业生

产污染的目的[1]。

因此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解决我国传统

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态系统

功效低、农民受益低等弊端，全面提升现代化农业建

设水平，开展新常态下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　运城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现状

运城市是山西省的农业大市，全市耕地面积821

万亩，农业人口277万人，是全省重要的粮、果、

畜、菜生产基地，素有“山西粮仓”“山西乌克兰”

之称。其中，小麦、设施蔬菜的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

一半以上，苹果种植面积达到234万亩，猪、羊、牛

分别存栏142万头、100万只、5万头，鸡存栏2 000万

只。

在党委、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下，全市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稳固发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断提高、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在规模上

和聚集程度上越来越高，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

种植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不断涌现。高度规模

化、集约化的种植养殖产业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

民收入的同时，也因大量使用化肥和产生的大量粪污

导致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如何减少化肥使用，合理利

用粪污资源，降低农牧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成

为运城市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

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环保站作为负责全市农村环

境保护规划的职能部门，近年来，坚持以开展生态循

环农业和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作为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的突破口，大力实施农村沼气工程，积极探索大型

养殖场特色模式，在推进全市生态循环农业快速高质

量发展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2.1　生态循环农业试点

为增加生态循环农业的利用方式和途径，延长

农牧业循环发展链条，运城市开展了区域生态循环农

业试验示范。运城市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工作以芮城县

耀升饲料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小区为载体，在充分利用

芮城县南卫万亩循环农业示范园区生产的玉米作为生

猪养殖主要饲料的基础上，通过CSTR厌氧发酵方式

将生猪养殖小区产生的粪污转换为沼气供企业发电自

用；同时将发酵后的沼液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利用沼

渣、沼液和农作物秸秆生产有机肥，供农业示范园区

的农田施用，初步形成了“生猪养殖—养殖废弃物处

理（沼气）—秸秆综合开发利用（肥料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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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生猪养殖”的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系统，在推动

全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上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探索

出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生态循环农业道路。

2.2　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

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是2016年农业部在运城市

平陆县、临猗县等地开展的农牧业协同发展的项目，

项目主要在秸秆资源富集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区、果

菜优势产区开展有机肥资源的利用。一是推广秸秆粉

碎还田、快速腐熟还田、过腹还田等技术，使秸秆来

源于田、回归于田。二是推广商品有机肥和生物有机

肥，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三是因地制宜发展

果园绿肥技术。经统计，2019年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

199.53万亩，39.89万吨；畜禽粪污处理还田349.9万

亩，438.57万吨；绿肥播种面积12.7万亩，产量15.37

万吨。

2.3　沼气工程发展情况

沼气工程是将农业废弃物进行厌氧发酵处理，

在有效去除有害病菌、虫卵的基础上，其产生的沼气

可以作为热能来源，用于发电和炊事使用，产生的沼

液、沼渣也可用于农业生产，是当下解决农业废弃物

最经济、最高效的途径之一。运城市在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和省、市、县三级财政配套资金的大力支持下，

自2003开始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小型沼气工

程。截至目前，运城市下辖的13个县（市、区）均

建成有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其中有9个县（市、区）

建成有大中小型沼气工程，累计运行小型沼气工程80

处，大中型沼气工程12个；同时，依托沼气工程，推

进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每年为农业种植生产提供

优质沼渣、沼液20万吨。

2.4　大型养殖场特色模式

运城市积极探索大型养殖场的发展模式，探索

并坚持走出了“全自养、大规模、一体化”的生态循

环养殖模式，针对粪污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起适合

企业发展的特色模式。例如牧原公司猪舍的单元全部

使用漏缝板。猪粪、猪尿经漏粪板在单元网底储存三

个月后由管道输送到收集池进行统一收集，再由固液

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来的固体粪渣暂时存放

在有机肥发酵棚进行条垛发酵，后输送到有机肥厂制

作成有机肥，实现猪粪资源化利用。液体部分（沼

液）则进入黑膜池进行45天的厌氧发酵处理，发酵好

的沼液自流到沼液储存池进行储存，再进行二次发

酵，待适宜季节周边农田需要还田时通过在周边农田

铺设的支农管网进行农田灌溉还田。同时在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沼气进行发电，供场区使用或并入国家电网

供周边民众使用，实现沼气资源化利用。

3　运城市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存在的问题

虽然运城市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方面已经做了

一些工作，但与全面实现农业生产资源化利用还有一

定差距。在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

制约因素。

3.1　财政资金支持不足

近年来，上级财政在生态循环农业方面的项目

支持和补贴在不断加大，但市、县两级用于开展农业

生态循环农业方面的资金比较少。针对存在的畜禽粪

污污染、化肥农药过量使用、耕地质量下降等一系列

问题，需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设立生态

循环农业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3.2　生态循环农业还存在短板

一是农业生产还处于重开发，轻保护的阶段，

农牧业生产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还未充分认识，土

壤生态环境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二是农牧业还处于

不断加大投入以提高产出的阶段，习惯于用提高化

肥、农药利用率的办法来降低农业投入成本，习惯于

从提高养殖业效益上来衡量畜牧业的发展水平，还未

进入从生态环境安全、持续利用的角度来考虑农牧业

协调发展。三是部分农用土地已受到污染或存在污染

隐患，需进一步加大土壤保护力度，加大防控力度，

严防污染事件发生，对受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开展安

全利用。

3.3　认识不足

近年来，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对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关

注程度仍不够高。一是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过量

使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危害的关注和重视程

度不够，部分耕地已出现土壤板结、农药残留超标，

畜禽粪污的合理使用还没在当地建立起完整、安全的

体系等问题；二是农业生产实施的主体为农民，但相

当一部分农民对农业生产还存在着“取之不竭”“用

之不尽”的传统思维，尊重自然、适度开发利用土地

资源、水资源的观念还未形成，对如何合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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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效的发展农牧业的意识还未完全建立起来。

4　运城市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启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就必须确保农业生产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才能确保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4.1　搞好宣传，提高全民全社会参与度与自觉性

要认识到宣传教育工作在生态循环农业工作中

的作用。农业生态循环是一项较新、面广、技术性很

强的工作，各相关部门在实施中，要充分利用报纸、

广播、电视、新媒体等途径，加强农业环境保护的科

学普及、舆论宣传和技术推广，让社会公众和农民群

众认清农业环境污染的来源、本质和危害，让广大群

众理解、支持、参与到生态循环农业工作中来。建立

完善农业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和数据发布平台，推动环

境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深入开

展生态文明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农民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氛围。

4.2　加大投入，确保生态循环农业有序开展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大对生态循环农业方

面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积极探索“以政府投资为

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农民群众自主投入”的多

渠道筹资融资机制。设立政府奖补资金，加大“以奖

代补”“以奖促治”的政策扶持力度，重点加大生态

农业、循环农业和功能农业投入，重点支持具有带动

示范作用的大型养殖企业开展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以

点带面，不断扩大推广面积，提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4.3　重点突破，补齐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短板

坚持不懈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鼓励使用生

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有机肥料，推广农作

物无害化防治技术，指导农民多施有机肥，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继续开展沼气工程建设，开展沼肥、沼渣

综合利用工程，完善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污无害化处

理设施建设。因地制宜研究确定有机肥、沼肥、沼液

施用的最佳方式、方法和使用量。建立农田土壤有机

质提升补偿机制，鼓励推广农作物秸秆还田，积极推

进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及时总结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农药减量增效等示范项目经

验，提炼适合运城的典型模式，进行大范围推广应

用。

4.4　加强防控，做好农业环境监测与修复工作

要搞好生态循环农业的数据统计工作，进一步

完善农业环境污染监测网络。通过积极推进农产品产

地土壤重金属普查，逐步启动重点地区的土壤重金属

调查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确保摸清农业生态环境家

底、面源污染情况以及污染变化趋势，防止过多使用

有机肥产生土壤富营养化。开展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治

理修复工作，污染特别严重区域，探索性的开展农产

品禁止生产区划定。推进农业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工

作，为科学制定生态循环农业政策和农业面源污染控

制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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