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恢复问题

王爱武 (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农学系, 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  阐述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提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建立良性农业生态环境 , 维护农村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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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rysid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tensified with the agri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struction,which has become the one of the fac-
tors restricting rural economy health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nthis articl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in countryside was elaborat-
ed ,the environment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ling countermeasure were propos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benign agri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and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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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农村建设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1 .1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  由于许

多乡镇企业轻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 也轻视对产业的

选择和调整 , 对污染防治项目的选择和效益的提高, 更是重

视不够。以投入增量谋取发展增量, 加速了资源短缺和环境

污染。同时, 乡镇企业高度分散式的布局 , 厂点、污染点与农

田、农村居民点交织在一起, 更易造成直接污染。农村乡镇

一级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再加之乡镇企业数量多, 范围广 ,

无专门管理人员, 也是造成乡镇企业环境管理失控的原因。

1 .2 不合理使用农用化学物质造成的污染  ①过量施入化

肥。据有关资料表明, 农田径流带入地表水体的氮占人类活

动排入水体氮的51 % , 施氮肥地区这种氮流失比不施地区高

3 ～10 倍。②破坏土壤结构。长期大量使用氮肥 , 使土壤逐

渐酸化, 进而破坏土壤性质, 减少土壤生物, 加速营养元素的

流失; 同时 , 大量施用氮肥, 对土壤微生物的正常活动也有抑

制或毒害作用。③影响人类健康。科学家发现, 施氮过多的

蔬菜中 , 硝酸盐含量是正常情况的20 ～40 倍。在人体内硝

酸盐易转化成亚硝酸盐, 与仲胺合成产生毒性很强的亚硝胺

类致癌物, 硝酸盐、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具有致癌、致畸、致

突变的严重危害。

1 .3  农药污染 2004 年全国农药施用量132 万t , 其利用率

低于30 % ,70 % 以上的农药散失于环境之中, 造成污染。①

是大多数农药以喷雾剂的形式喷洒于农作物上, 其中只有

10 % 黏附于作物上, 而相当一部分农药微粒散发空中, 随风

飘移; ②是在农药使用过程中 , 约有50 % 药剂下落在土壤中 ,

残留在作物上的农药也因风吹雨打和作物的腐烂而进入土

壤, 大气中的农药也随降水入土 , 严重污染土壤; ③是富含在

土壤中的农药被灌溉水、雨水冲刷到江河湖海中, 污染了水

源; ④是农产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 农药的残留进入农产

品, 农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一方面影响全民的食品安全, 另

一方面影响出口创汇, 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⑤是农药通过

食物进入人体, 在脂肪和肝脏中积累, 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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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白色”污染 随着不可降解塑料地膜的大范围使用和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无控制使用 , 农村的白色垃圾污染不断

增加。“白色”污染主要危害有两个方面: ①是视觉污染 , 塑

料废弃物随处可见, 破坏了周围环境美感; ②是塑料废弃物

进入环境后 , 很难降解, 大量残留在土壤中的塑料制品使土

壤通透性变差, 使农作物减产。“禁白”在农村成为死角。

1 .5 滥用农业资源, 造成资源破坏  滥用农业资源, 就会导

致农业生态失调, 农业资源衰竭, 产品减少。例如乱砍滥伐 ,

破坏植被, 就会导致水土流失。此外, 农村建房和兴办企业

占用耕地 , 也是当前影响农村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目

前, 我国基本农田面积仅1 亿hm2 左右, 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 .11 hm2 。

1 .6 生活垃圾和废水的污染  据测算, 农村人均年产生活

垃圾约300 kg , 而且还在逐年递增。并且, 农村垃圾的综合利

用率一直较低, 各种废弃物随意抛散, 垃圾“围村塞河堵门”

之势已成为农村一大“公害”。此外,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

也日趋严重, 年排放畜禽粪19 亿t , 相当于工业固体废弃物

年排放量的214 倍。目前 , 许多农村是工业污水, 农业污水

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 水体和垃圾污染严重破坏农村景

观, 从而影响投资环境, 影响农村改革开放的形象。

2  农村生态恢复的措施

2 .1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及有机复合肥的开发

利用 利用发酵后的沼液为载体与无机物质络合 , 生产出液

体复合有机肥, 可消除农业生产中单一、超量施用化肥所出

现的环境污染和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对畜禽粪便进行多层

次的加工与利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商品的回报率, 同时

有利于保证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 .2  生物修复要向复合污染修复方向发展 很多土壤的污

染情况非常复杂, 有多种重金属复合污染, 也有无机物、有机

物复合污染, 这时综合利用真菌等微生物及化学螯合剂等多

种修复强化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生物修复技术越来

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其环保作用明显 , 不易造成再次污染 ,

生态风险小 , 且应用简便, 经济实惠 , 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 真菌资源丰富、数量庞大, 而且生物学特性各异, 分布

于包括重金属污染土壤在内的各种逆境环境中, 这为筛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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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希望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能源供应上应更加自

立, 减少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同时希望发展中

大国更多地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为此 , 德国、法

国、日本等已明确表示希望加强与发展中大国在生物质能开

发方面的合作, 并愿意转让该领域的最新技术。联合国开发

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非常愿意资助发展能

源作物和生物质液化燃料这样的项目。

4  国内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格局

4 .1  制定了发展生物质能源的相关政策法规  我国政府充

分认识到开发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性, 在《十五计划纲要》中提

出, 要开发燃料乙醇等石油替代品。在2006 年实施的《可再

生能源法》中 , 明确提出“国家鼓励生产和利用生物液体燃

料。石油销售企业应当按照能源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

府的规定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液体燃料纳入其燃料销售

体系”。我国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 包括能源生物产业。

在能源生物技术领域, 要使燃料酒精逐步进入实用阶段, 形

成大规模生产能力, 生物柴油生产工艺取得重大突破, 生产

成本大幅度下降, 逐步成为新的可替代能源。

4 .2 乙醇汽油推广迅速 我国燃料酒精的研究始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2000 年4 月国务院批准开展变性燃料乙醇研究

与实施,2002 年开始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试点工作。

2004 年国家又在部分地区进一步开展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

点工作。我国燃料乙醇的主要生产原料为玉米、陈化小麦、

甘蔗、木薯等。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生产成本较高, 当前生

物质能源产品的成本与价格尚难与石油基产品竞争。以玉

米和陈化小麦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成本为4 400 ～4 500

元/ t ; 以甘蔗和鲜木薯为原料的成本为3 300 元/ t 左右; 以甜

高粱为原料的生产成本为2 600 元/ t 左右。目前国内加工后

的普通汽油约2 000 元/ t , 而乙醇在3 000 元/ t 以上, 试点期

间, 为了保证添加乙醇后的车用乙醇汽油市场价格不高于普

通汽油, 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用户的积极性, 国家对乙醇生

产企业按1 000 ～1 600 元/ t 的价格进行政策性补贴, 乙醇生

产企业以低于普通汽油的出厂价向经营企业供货。

5  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对策

5 .1  充分认识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意义 要充分认识发

展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意义和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竞争的紧

迫性, 抢抓国家鼓励、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 精心

培育生物质能源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

5 .2 加强调查研究 将生物产业发展纳入“十一五”发展规

划, 明确发展目标 , 安排产业布局 , 确定发展措施。对当前生

物质能源发展状况、市场形势、市场占有率、推广范围以及生

物质能源技术发展新进展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同时对生物质

能源植物产业状况、资源量、分布地点、资源成本以及发展潜

力等, 做较详细的调查和评价工作, 确定一种或几种生物质

能源植物种植计划, 保证生物质能源生产原料供给。

5 .3  积极争取生物质能源生产列入国家“车用乙醇汽油替

代计划” 制定地方法规政策 , 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给予政策

支持。合理运用财政、价格、信贷、投资等综合手段, 在生物

质能源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生物质能源生产和销售

的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形成相应的鼓励和推进机制, 通过税

收、价格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 , 逐步形成业态规范。

5 .4  采取“政府+ 企业+ 农户+ 银行+ 技术”的模式  建设

生物质能源植物生产基地。政府鼓励农民种生物质能源作

物, 企业与农户签订原料收购合同, 银行为农户提供种植作

物贷款, 企业和农户为银行提供担保, 政府与企业在种植、收

获生物质能源作物方面给农户以技术支持, 科研单位为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 使各方都受益。

5 .5 摸清家底  结合当地相关企业发展实际, 对各类生物

质能源企业分类指导 , 促进共同发展。搞清当地现有酒精试

剂及相关化工企业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及改造潜力。重点扶

持几个大型企业作为生物质能源产业基地。加强生物质能

利用技术的试点和示范工作。

5 .6  加强人才和技术能力建设  建立从研究、设计、建设、

运行管理到经营销售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产业服务体系 , 支持

生物质能源建设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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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菌种提供了可能。另外,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构建

高效修复污染土壤的基因工程菌和转基因植物提供了可能 ,

原先不能被真菌侵染的植物在改造后也可能与真菌高效

共生。

2 .3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 ,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 使农田庇护率达标。大量陡坡耕地、沙

化土壤的退耕还林, 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 遏制了北部风

沙蔓延 ,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明显改善。

2 .4 沼气净化池- 生态塘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新型沼气净

化池是在我国各类化粪池和沼气池的基础上, 采用厌氧、好

氧相结合的处理工艺精心设计而成, 全过程由预处理、厌氧

消化、好氧曝气、贮气、生态塘及湿地处理等几大系统组成。

新型沼气净化池是用分散方式处理生活污水效果较理想的

装置, 是将生活污水通过厌氧发酵、生物吸附降解, 从而达到

就地、无害化处理的目的。而普通化粪池只是将生活污水初

步沉降处理后排放。通过对沼气池和生活污水厌氧—好氧

—生态塘处理系统进行综合工艺设计, 达到了以最少的物质

投入实现节能环保和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利用的目

的, 形成种植业、养殖业、肥料加工、能源利用和休假有机结

合的生态农业经济模式, 为实现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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