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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房山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 , 提出发展循环农业已经成为全区强化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支撑 ; 围绕着房山区农业
主导产业体系的构建 , 总结房山区在微观、中观、宏观3 个层面形成的5 种典型循环农业模式 ; 概括房山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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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li minary achievements of newrural constructionin Fangshan District were summarized .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rcular agriculture had beenthe i mportant industry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newrural construction inthe whole district . Centering on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leading industry system, five typical models of circular agriculture formed at microscopic , meso-scopic and macroscopic levels i n Fangshan
District were sumup .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newrural constructioni n Fangshan District were summarized .
Key words  Newrural construction ; Circular agriculture ; Practice model ; Fangshan District �

基金项目  中央 级公益性 科研院 所基本 科研 业务费 专项资 金项目

( 2007-2) 。

作者简介  周颖( 1975 - ) , 女 , 北京人 , 硕士 , 助理研究员 , 从事农业生

态经济、循环农业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鸣   谢  感谢北京市房山区农业委员会全体成员在调研及资料收

集中给予的大力协助。

收稿日期  2008-09-27

  2006 年中央1 号文件提出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

针, 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 , 并将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作为强

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支撑[ 1] 。为实现广大农

民追求新能源、新环境、新生活的目标, 全国各地从实际出

发, 深度挖掘新农村建设的潜力。北京市西南郊的房山区 ,

围绕打造首都西南绿色生态屏障的功能定位, 大力开拓特色

主导产业, 深度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开展循环农业模式实践 ,

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房山区在发展中积累的成功

经验, 为全面推进首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房山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2020 年) 》提出“两轴、

两带、多中心”的空间战略新格局, 房山在空间上定位为西部

生态带[ 2] 。近年来, 房山区按照新城功能定位要求, 优化房

山新城的空间布局, 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 启动新农村建设

工程, 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改善生态环境 , 打造活

力、绿色、文明的和谐房山, 逐步发展成为京郊新农村建设的

典型。

近年来, 房山区在生活环境改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06 年房山区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 安排了150 个新农村建

设重点村, 其中市级9 个 , 区级51 个 , 乡镇级90 个。累计投

入资金10 .35 亿元, 实施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新能源利用、

服务设施等建设工程, 加大了农民培训力度, 制定了新农村

长效管理机制。以“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三项工程为

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减轻了农民负担, 新能源点亮了

农民的新生活, 新设施带来了农村的大变化。2007 年房山区

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带两区”的总体布局, 量力而行、梯度推

进、逐步提升。2007 年再确定60 个市区级重点村, 即提升10

个功能基本完备村。以完善村庄路网体系、集中供水、污水

排放及处理体系为主要建设内容, 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打造

20 个区域新村群落。以整治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为主 ,

实现饮水安全、村庄绿化美化等, 彻底改变农村脏、乱、差面

貌, 使整体环境达到整齐、洁净、美观[ 3] 。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房山区在努力打

造环境优美新农村的过程中, 围绕着首都西部生态带的功能

定位, 以有效保护和利用农业资源为目标 , 按照“无害化、低

排放、零破坏、高效益、可持续、环境美”的循环农业发展思

路, 统筹规划农业各产业发展, 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的生产

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促进农村的产业升级, 为新农村建

设夯实经济基础[ 4] 。

2  房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产业选择

循环农业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

式, 要求农业生产的生态化 , 提倡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和适

度的外部投入, 通过延伸产业链条, 拓展农业产业发展空间 ,

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 5]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已成为新时期

房山区率先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突破口。

近年来, 房山区运用循环农业的发展理念 , 以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 充分利用山区特色资源 ,

在发展高效优质种植业、绿色养殖业和精品果业的同时, 因

地制宜地加快以农产品加工、园艺业、特种养殖、清洁乡村

( 乡村旅游业) 为主体的循环农业建设, 构建以食用菌、肉禽、

乡村旅游、磨盘柿、豆类五大产业为主导的农村产业体系。

通过生产实践, 主导产业优势不断巩固、扩张 , 辐射带动农民

增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围绕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要求, 房山区各乡镇涌现出一大批勇于开拓的村里

带头人、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 将广大农户组织起来 , 依托京

郊山区特有的资源、产品、劳力、科技和区位优势, 尝试从节

约资源和农产品增值的角度, 探索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

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其在

生产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推动全区新农村建设迈上了

新的台阶, 并已形成了5 种较为典型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3  房山区循环农业发展实践模式

3 .1  以食用菌产业为基础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型循环农业

模式 房山区现已建成集菌种研发、试验、示范、推广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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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生产、标准化反季节生产、工厂化周年生产、产品深加工、

物流配送、废料综合处理、科技服务体系于一体的食用菌产

业链。全区食用菌栽培总面积达600 万 m2 , 带动8 500 多农

户从事食用菌生产 , 年产鲜菇1 .6 万t , 占北京市食用菌总产

量的56 % [ 6] 。

位于房山区青龙湖镇的庙耳岗村是北京市科委于2004

年指定的循环农业试点村。从1997 ～2007 年, 庙耳岗村先后

投资2 000 万元, 建成了10 hm2 的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 ,

150 栋日光温室、菌种厂、配送中心、佛甲草生产基地, 以及华

北地区最大、建筑面积4 170 m2 、年产菌棒8 800 万棒的菌棒

加工厂。庙耳岗食用菌技术开发中心采取“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组织方式, 带动周边3 000 多户农民发展食用菌产

业,200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 595 元。

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遵循“再利用、再循环”的发展

原则, 利用大量农作物秸秆和养殖业产生的粪便( 牛粪) 发展

食用菌产业 , 以菌棒规模生产加工销售为主导 , 力争实现村

域内资金、技术、原材料、生产对象的最大集约化, 吸纳更多

的剩余劳动力从事食用菌生产。开辟多条菌棒废渣和秸秆

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一是通过秸秆气化的手段, 由生

物质能转化成化学能, 从而有效解决农村的生活能源问题 ;

二是将废菌棒加工成屋顶绿化植物用培养基, 可进一步延长

产业链条, 实现农林废弃物资源的转化增值。

3 .2  以畜禽产品精深加工为特征的产业链延伸型循环农业

模式 肉禽产业是房山重要的致富增收产业。目前, 依托

天鸿顺鸭业、三江宏利两大肉鸭龙头, 推广“公司+ 农户”的

订单农业 , 年加工肉鸭510 万只, 实现产值1 .2 亿元, 带动周

边648 户农户从事肉鸭养殖, 户均收入达到6 500 元。

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常舍村的北京三江宏利牧业有限

公司, 在原宏利肉鸭养殖合作社的基础上于2005 年6 月成

立。公司是集种鸭养殖、鸭苗孵化、肉鸭养殖、饲料加工、熟

食加工、屠宰加工、羽绒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牧企业 , 是北京

市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及房山区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

以龙头企业引导带动, 合作社统一管理, 农户实施饲养为组

织方式, 使得公司、基地、农户三者之间形成利益联系的纽

带。三江宏利选用樱桃谷SM3 瘦肉型鸭为主要品种, 从种鸭

饲养、种蛋孵化 , 到生鸭屠宰、食品加工; 从饲料种植、饲料加

工, 到污水处理、羽绒收集, 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做到清洁生产

和物尽其用。产业链条在物质的循环利用中得以延伸和加

长, 产业发展空间也在加工业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肉鸭产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建立肉鸭产品深加工体系, 不但要解决

好肉鸭屠宰加工工艺、技术、设备与配套, 还要形成既包含烤

鸭、腊鸭、板鸭等传统加工产品, 又包含羽绒、羽毛粉、分割

肉、肥肝、掌、翼、肉骨粉、油脂等系列产品的配套加工体系。

3 .3  以豆类有机种植及加工为主导的产业园区型循环农业

模式 豆类产业是房山区确立的种植业主导产业之一, 主

栽品种有大豆和红小豆两种, 目前豆类的出口创汇达500 万

美元, 带动2 万余农户 , 农民增收4 000 多万元, 豆类标准化

生产基地被北京市政府确立为“优秀标准化生产基地”。

位于房山区良乡镇南庄子村的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始建于2000 年, 属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

事豆类的研究、开发、推广、生产和深加工业务。公司现拥有

1 .2 万 m2 的豆类产业园, 资产由之初的50 万元发展到2 400

万元, 豆类订单种植面积由之初的40 hm2 发展到8 000 hm2 ,

出口创汇达500 万美元。公司创建的“金北联”牌红小豆以

其独特的优势, 被确定为北京市唯一性产品, 被国外客商所

信赖, 现已成为北京市涉及土地面积最大、带动农户最多、农

民增收显著的出口创汇型农业主导产业。

凯达公司打破了传统的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理念, 实

现了规模化生产, 推行“六统一”农资配套服务新模式, 即公

司实行统一种子、统一广谱高效生物农药、统一提供有机肥、

统一提供播种机械、统一技术规程、统一收购检测, 并成立了

一支专业全程跟踪技术服务队伍, 确保产品的质量。经过多

年的努力 , 凯达公司撰写的《绿色食品小豆生产技术规范》被

确定为北京市地方标准, 为出口豆类标准化基地迅速扩张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7] 。

3 .4  以山区特色果业发展为带动的休闲观光社区型循环农

业模式 房山区多样化的地貌类型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 造

就了“房山磨盘柿、良乡板栗”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优质果

品[ 8] 。近年来 , 房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进一步

整合农业资源, 将自然景观与果业发展相结合 , 使得观光休

闲农业成为全区农业发展的又一亮点, 拉动全区旅游业的快

速增长。据统计,2007 年1 ～3 季度全区观光农业实现收入

9 115 万元, 同比增长44 % ; 接待人次101 .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4 .1 % [ 9] 。

位于房山区城关街道的八十亩地村, 依靠当地能够生产

优质有机葡萄的资源优势, 打造世界顶级葡萄酒品牌, 在建

设自己的葡萄酒厂和酒堡的同时 , 大力发展带有浓郁地区酒

文化特色的田园休闲社区。2001 年, 八十亩地村与法国 DX

集团联营投资1 000 万元, 开垦荒滩86 .7 hm2 , 建设100 hm2 的

高标准精品葡萄园。2002 年6 月又投资1 500 万元进行葡萄

酒厂及酒堡建设, 酒厂占地2 hm2 , 总建筑面积4 750 m2 , 建设

内容为集酿酒厂区、醇化储酒用地下室、葡萄酒展示及办公

为一体的欧式酒堡。2004 年八十亩地村又依靠房山区磨盘

柿规模化种植优势, 投资3 800 多万元, 组建了北京雾岚山酒

业有限公司 , 生产柿子干酒和柿子开胃酒, 并计划研发柿子

冰激凌、柿子蒸馏酒、柿子醋、柿子粉等新产品。

八十亩地村废除了村级行政的管理模式, 村里每一个酒

庄作为一个企业, 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在生产源头拥有自

己的葡萄园种植基地, 生产世界顶级的葡萄酒酿造品种; 在

生产过程中主要进行葡萄酒、柿子酒的生产加工, 葡萄渣、葡

萄枝的废物处理途径是将葡萄渣加工成混合饲料 , 葡萄枝粉

碎做秸秆气化的燃料; 在生产末端村内建有污水处理厂, 目

前主要处理酒厂排放的生产废水 , 将来用于处理旅游社区的

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后转变成中水, 主要用途是营造山水田

园的乡村美景, 提高农村休闲旅游的品位和档次。

3 .5  以农村生活节水和污水无害化处理为特征的循环农业

模式 2006 年4 月 , 房山区水务局响应市政府“三项工程”的

号召, 选择长阳镇的牛家场村和十渡镇的九渡村为新农村建

设水治理工程的试点, 开始进行污水治理和改厕工程的示

范, 将循环水务建设工程带进了新农村。截至2006 年9 月

3425136 卷34 期               周 颖等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路径探析



底, 已在牛家场村、司马台村等15 个村建污水处理站, 铺设

排水管线229 527 m, 全部工程完工后可使3 940 个农户受益 ,

农村也实施了一水多用的节水工程。其中, 牛家场村全部安

装入户水表 , 实行计量收费管理制度, 人均日用水量由原来

的143 L 减少为66 L。同时房山区还在5 个村实施了生态家

园富民工程 , 以农户为单位, 通过对厨房、厕所、猪圈的改造

与新建的户用沼气池、太阳能浴室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做饭

用沼气、种地用沼渣、种菜用沼液 , 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良

性循环。

4  房山区新农村建设主要经验

4 .1 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及重点  在生活改善方

面, 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

维护机制, 以乡村道路修缮、水环境综合治理、新能源利用等

工程建设为重点,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 改善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在生产发展方面, 围绕着建成北京大都市重要的文

化旅游区和绿色生态保护区的新城功能定位[ 10] , 最大程度

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价值

增值和生活环境优美, 使农业生产和生活真正纳入到农业生

态系统循环中, 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建设的和谐

发展。

4 .2 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有关扶持措施 鼓励农业企业升级

达标, 跻身市级或国家级龙头企业, 鼓励产业化组织参与国

际标准化认证。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链条的延伸, 对带动农

户能力强、营销数额大、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企业与合作组织 ,

在储运、基础设施建设上, 采取银农合作贷款贴息的方式予

以扶持等[ 11] 。

4 .3 创新思路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 以“循环农业”理

念打造区域农业产业化企业, 逐步探索出一些典型的在微

观、中观、宏观3 个层面展开的不同经济实体共同参与的循

环农业实践模式。其中, 在微观层面上, 形成以龙头企业为

主体带动广大农户, 以优质农产品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和

废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循环农业模式。

在中观层面上, 以主导产业园区发展为基础, 形成以不同农

产品加工企业之间、农业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生产链为重点

的循环农业园区模式; 在宏观层面上, 形成以节水型生态村

镇及乡村旅游资源综合开发为特征的休闲社区型循环农业

模式。

5  结语

概括房山区的成功经验, 一是重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在

农村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加快建设与首都经济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结构 ; 二是将循环农业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切入

点, 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和产业

空间, 使循环农业发展成为房山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三是

开辟了大城市郊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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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的絮凝率为0 , 这说明培养液本身无絮凝性 ; 培养12 ～

36 h , 絮凝率增长较快, 由生长曲线可知 , 该期间是细菌的指

数生长期。该菌所产絮凝剂的絮凝率与其生长过程呈平行

关系。这表明存在于培养液中引起絮凝的物质是由菌合成

分泌到胞外的。培养48 h 时絮凝率达到最大, 这时是细菌

指数生长的末期。之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 , 絮凝率开始

大幅度下降。可能是由于处于指数期的细菌生长繁殖迅

速, 消耗了大量营养物质, 在培养后期开始分解利用培养液

中有絮凝性的高分子物质, 该结果与文献[ 9] 结果一致。综

合分析,127 号菌的最佳培养时间为48 h , 此可使絮凝率达

最大值, 为96 .8 % 。

3  结论与讨论

为了降低微生物絮凝剂的生产成本 , 笔者采用啤酒废

水作为培养基 , 对絮凝剂产生菌127 号菌种进行培养 , 优化

其培养条件 , 以获得价廉、高效的絮凝剂 , 促进微生物絮凝

剂的工业化应用。结果表明, 将啤酒废水稀释 10 倍后,

BOD5 为7 880 mg/ L 时无需添加碳源, 只需添加尿素 1 .0

g/ L, 总氮约为540 mg/ L , 最佳培养基初始pH 值为5 .0 , 最佳

培养时间为48 h ,127 号菌所产微生物絮凝剂的絮凝效果最

好, 絮凝率高达9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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