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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背景下 , 在中央各项惠农政策的支持保护下 , 农民种地贪图方便省事 , 传统的精耕细作已不复存
在 ,农业劳务投入大大减少。焚烧秸秆、不当施肥、旋耕土地、盲目增加播种量等农业生产中逆向操作的现象及引发的问题阻碍着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当前农业资源损失浪费的现象 , 并从加强对农民宣传教育、强化农机与农艺结合、创新机制、提升效能等方面提
出了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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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 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艰难地迈进。农业生产要素科技含量的提高, 把农民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农民进城打工, 大幅提升了收

入水平, 农业收入相对下降, 农村劳动力短缺 , 农民对种植业

粗放经营 , 农业资源损失浪费的现象触目惊心。作为基层农

业工作者, 笔者长期与农民接触, 面对农业上出现的种种不

良现象以及所引发的问题, 常怀忧虑之心。

1  农业资源损失浪费的现象与问题

在农业生产中, 传统的精耕细作已不复存在, 农民种地

贪图方便省事, 劳务投入大大减少; 焚烧农作物秸秆 , 破坏大

量的生物资源; 不当施肥, 浪费宝贵的石油、煤炭资源; 土地

旋耕, 导致土壤板结; 盲目增加播种量等农事操作破坏着耕

地的高产稳产性能, 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阻碍着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1 .1 焚烧作物秸秆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在全国两熟制耕

作区, 相关农事季节屡见报道[ 1] 。特别是麦收后, 少数农民

偷偷点火,80 % 以上农田株连。作物秸秆是农业副产品, 是

无可替代的生物资源。焚烧秸秆不仅破坏了生物资源 , 也打

破了自然界生物循环的基本规律, 恶化农田环境, 破坏土壤

结构, 导致耕地生产力下降, 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加剧气候

变化[ 2] 。

在与农民的交谈中了解到, 他们也明白焚烧秸秆的危

害, 但是收割机进地, 都有本地人带领, 要分获部分利益, 先

交钱, 后收割。特别是如果天将阴雨, 农民排队等待收割 ,

“那时候谁也挡不住”, 农民这样说,“驾驶员5 分钟不良操

作,5 亩地小麦残茬, 我们几天也收拾不了, 为了早种后茬, 只

有烧。”这是焚烧秸秆的一个症结。乡镇政府在这一时期投

入大量人力, 尽管在田间地头死看硬守, 但收效甚微。

1 .2 撒施化肥,浪费严重 耕地土壤肥力是种植业的基础 ,

农民种地没有了有机肥 , 化肥投入为农业高产提供了保障。

笔者多年下乡观察到, 现在农民不仅丢失了积制土杂肥的习

惯, 而且连大粪都是露天乱倒, 不注意利用, 甚至连草木灰都

不知道应撒施到田里。规模养殖, 利用畜禽粪便培肥耕地 ,

在农村仅是少数, 面积有限, 种地依赖化肥就成了必然, 而不

合理施用导致化肥流失的现象也令人担忧。由于劳动力短

缺或因水浇条件不好, 绝大多数农户在夏播作物追肥中采用

趁雨撒施化肥的做法。由于土壤板结 , 地表径流大, 化肥流

失量增加, 我国化肥利用率不高概缘于此, 也导致江河湖泊

水体富营养化。化学肥料是石油、煤炭的后产品, 化肥不当

施用浪费了国家宝贵的石油、煤炭资源。有报道说, 粮食与

石油价格联动[ 3] , 这与化肥用量大、利用率低是否相关?

1 .3 普遍使用旋耕机 ,土壤耕层变浅 土地旋耕操作简便 ,

土层松软 , 数年来已成为农民乐于接受的耕地方式。秋种期

间, 田间很少看到传统的深耕细耙, 基本上都是旋耕机在操

作, 而且旋耕后也没有镇压。由于耕地缺乏农家肥保养以及

拖拉机长年碾轧, 土壤耕层逐年变浅, 犁底层抬高, 不少地块

耕作层仅在12 c m 左右, 犁底层非常板结。旋耕导致秋播小

麦出苗后根系分布浅 , 遇旱容易“吊死”。

1 .4  盲目加大秋种小麦播种量  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几

年来, 经市级择优上报省农委批准的小麦优良品种的推广确

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 使小麦的产量水平和优质化率均有大

幅提升。但农民在购得种子后, 因其价格便宜而不惜增加用

种量。按技术规定供种150 kg/ hm2 , 却偏要播种225 kg/ hm2

以上, 跟踪服务也难以阻止。农民说有钱买种 , 没钱买苗, 现

在土地吃种, 必须多播。有的农民干脆把化肥与种子一起撒

下, 然后旋耕一遍了事, 这容易引发小麦发芽不全、出苗不齐

的现象。

2  建议与对策

农民的不当操作使农业种植业生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

环的境地。如果没有化肥的保障, 不能想象农作物如何高

产。在全民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日益

强烈的今天, 如何抵制和杜绝这些农事活动中逆向操作的现

象呢? 在党的家庭承包经营政策长期稳定的前提下, 提高农

民素质, 改善操作技能, 是迫在眉睫的根本任务, 同时要提升

各级政府对农业资源损失浪费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本领。

2 .1 加强正面宣传教育 党中央、国务院2008 年一号文件 ,

高屋建瓴 , 指导宏观。各级政府落实中央政策要从细微处着

手, 对农民在关爱照顾的同时, 更要加强宣传教育。“三农”

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巩固农业基础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这个真理年年讲 , 为什么不能月月讲 , 结合农事天天

讲, 使全国上下、整个公务员队伍及农民兄弟对农业问题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

2 .1 .1  整合资源, 强化培训。要研究讨论, 不断更新农民培

训的方式和内容, 既适合现代化农业发展, 又适合家庭承包

经营, 既适合外出打工的青年农民, 又适合在家留守的妇女

和老人群体。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视听媒介, 农村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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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远程教育、“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4] 、送科技下乡入户、农民

培训阳光工程, 都要把“精施化肥为节能、净烧秸秆为减

排”[ 5] 作为重要内容, 结合农事在关键时段对农民进行全天

候宣传。要让农民明白, 他们轻而易举、漫不经心的做法, 对

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2 .1.2 利用名人效应, 制作公益广告。农业部门应该联络

国家级名人, 协调广告制作业 , 共同研究, 以农业“节能减排”

为重要内容, 制作公益广告。建立协调机制 , 充分发挥电视

媒体的公益性功能 , 在大众接触最广泛的中央电视台大牌栏

目反复播放, 要达到焦点访谈、天气预报节目的收视效果。

引导农民不要一只手接过国家补贴, 另一只手去挥霍浪费农

业资源。全国要利用农业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 也减

少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 6] 。

2 .2 强化农机与农艺结合

2 .2.1 推行小麦宽窄行播种。据研究, 把传统的23 c m 小麦

行距调整为20 和27 c m 相间的宽窄行 , 有利于培育小麦健壮

个体, 合理群体, 便于田间管理和后作播种, 对减少焚烧秸秆

现象也大有裨益。

2 .2 .2 提高机械收获质量。农民购买大型农机享受国家补

贴, 必须接受相关培训。驾驶员对优化作业标准要做出承

诺, 要让全体农民都来监督农机作业质量。收获操作要求留

茬浅、走向直, 便于后作播种及麦草撒施覆盖还田。农机跨

区作业要强化有序规范管理, 避免因农民跟机抢收而降低作

业质量。

2 .3 创新工作机制, 提高管理效能  国家财政对农业支持

专项资金逐年增多, 应从速研究启动激励机制 , 支持县乡以

下政府提升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农村干部服务农业的本

领。在“三夏”等关键农事季节 , 倾注全力抓好“禁烧作物秸

秆, 返田培肥土壤”[ 7] 这一基础工作, 加快“沃土工程”实施步

伐。要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样, 村村建立净烧秸秆联防

队, 确保本村机械收获质量好, 无放火烧秸秆的现象发生。

对于禁烧秸秆效果好、还田比例大的地区, 国家可以设奖。

确有必要象森林防火一样, 运用卫星监测, 强化对农田焚烧

秸秆的管制。

2 .4 研究利用农村有机废弃物发电  2008 年3 月“两会”

上, 有代表提出建立农村垃圾填埋场, 体现了对农村环境治

理的重视。农村垃圾分为有机废弃物和无机废弃物, 其中有

机物质又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两种。生物性垃圾和部分

无机垃圾经代谢转化可以施入农田。非生物性有机垃圾( 主

要是塑料) 因其代谢转化慢, 现已成为农村环境中最大的固

态污染源。笔者家乡曾是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 是著名的废

旧塑料集散地, 废旧塑料的初加工产业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

一大经济支柱。其乡村环境中有机废弃物面源污染与燃烧

产生的废气污染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民终日生活在垃

圾与雾霾之中, 全国其他地区这种现象也屡有所闻。研究利

用有机废弃物发电, 即使以极低的价格收购, 老百姓也会千

方百计收集缴纳, 这对减轻农村环境的“白色污染”可起釜底

抽薪的功效, 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农作物秸秆返田利用的剩

余部分 , 可作为废弃物发电的季节性补充, 又可增加农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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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是减少水灾旱灾, 维持水对人的亲和性和水利功能的

关键所在。

3 .2 .4 有条件开发生态农业功能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对

常规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农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

系。强调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农作物秸秆是农业

生产中形成的重要自然资源, 禁止秸秆焚烧是促进农业节

本、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 , 也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加土壤

有机质的重要方法。

义兴、石湖、唐集等乡镇土壤生态环境较差 , 土壤贫瘠 ,

宜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技术。一是庄稼收割时留

高茬和秸秆粉碎直接还田, 夏季宽行作物行间铺盖草还田 ,

起到保湿降温作用, 冬季结合防冻覆盖草还田 ; 二是墒沟埋

草还田, 利用麦田田间自然墒沟 , 埋入作物秸秆, 然后常规耕

作、栽培 , 实行稻田沟系麦田化, 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 加快

灌水速率, 缩短灌排水时间, 防止水土流失; 三是利用夏季高

温, 秸秆腐熟速度快, 积造自然肥还田模式。利用家前屋后

沟河空闲地 , 采用作物秸秆与河塘泥等堆肥或沤肥; 四是利

用作物秸秆生产草菇、磨菇, 菇渣还田, 培肥土壤, 实现农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 , 既能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又可提高土壤

肥力。

4  结语

该研究根据各地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 应用贝叶斯准则对江苏涟水县生态农业功能区进行区

划。选择对生态农业功能起关键作用的参评因素 , 是合理进

行生态农业功能区划的核心。选择合理的区划指标体系和

正确区分水平, 成为区划效果好坏的关键。生态农业功能区

是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样本数

目的多少以及样本代表性, 直接影响生态农业功能区划结果

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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