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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与重庆农业现代化 

胡 晓 

重庆作为我国新兴的直辖市，既是大城市又是大农村，有着农村面积广阔和农业比重大的特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为重

庆的农业现代化提出的紧迫任务，也为重庆的农业现代之路提供了科学合理的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文明的高级形态 

所谓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生态

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二)现代农业呼唤生态文明 

1.生态文明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 

我国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耕地环境

质量不断下降、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问题突出等，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无从谈起。只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坚持走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才能够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现代农业为生态文明提供物质保障。 

现代农业把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作为核心目标，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农业，不

仅是在农业领域和农村地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物质保障。 

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一)生态文明引领重庆农业现代化步伐 

近年来，重庆市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协调农业经济和农业生态发展为切入点，走出了一条农业经济与生态建设互

相促动的发展路子。 

1.结构更加优化，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截至 2011 年(因 2012 年统计数据未公布，采用 2011 年数据，下同)，建成 10 个国家重点产粮大县、24 个生猪调出大县、

10 个市级柑橘重点区县，建立 1050 万亩蔬菜、339 万亩柑橘,540 万亩特色水果、94 万亩蚕桑、58 万亩茶叶、400 万亩笋竹的

生态产业种植基地，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产区之一，粮食产量保持在 1100万吨以上，形成了南川方竹笋、江津花椒、涪陵榨

菜等一批规模化特色农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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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更加牢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2007-2011年，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2200 座，改造中低产田土 455万亩，开发整理土地 478万亩，耕地有效灌面达到 1039

万亩，实现乡通畅、村通达两个 100%，行政村通畅率达 65%，建成农村户用沼气 148.5万户，森林覆盖率由 32%提高到 39% 

3.模式强化创新，循环农业不断加快。 

一是以沼气为纽带，将畜禽产生的粪便在沼气池经过发酵，产生的沼气供生活燃用、家禽保温，沼渣和沼液作为有机肥给

农作物提供养分，从而将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通过农作物间作、轮作与套种和农林间作、林药间作，实现立体

种植;通过实施稻渔、稻鳅、稻鸭模式，形成良性食物链生产体系，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4.监管机制有力，农业安全不断保障。 

率先在全国推行生猪、蔬菜、乳业农产品安全产业链监管模式，建成 16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970万亩标准化基地，

农产品抽样检测合格率居全国前列。 

5.扶持力度增强，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近年来，我市通过项目补助、贷款贴息等形式，建立了 22 个部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创业基地，龙头企业发展到 1800

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1.4万个。 

(二)重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不足 

1.对农业生态文明的认识不足。从政府部门看，在以 GDP 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制下，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眼前利

益、轻长远发展的观念没有完全改变。从城市居民看，很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狭隘的生态保护意识，缺乏大生态环保意识。从

农村居民看，在追求产量的最大化和劳动的最小化作用力下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2.农业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我市山区面积占 76%，人均耕地只有 1.17 亩，其中库区移民人均只有 0.58 亩，15 度以上的

坡度占了 50%左右。全市农业资源尤其是农业废弃物资源浪费严重，秸秆、人畜粪便、有机生活垃圾等宝贵肥源，相当部分被弃

置不用。 

3.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比如:全市化肥施用量(折纯量)达 80万吨，单位耕地面积施用量达 582公斤/公顷，远远超过发达国

家设置的 225 公斤/公顷的标准;全市农药使用量达 1.96万吨，单位耕地面积施用量达 14公斤/公顷，其中只有约 1/3被作物吸

收利用;全市农膜使用量达 2.8万吨，单位耕地面积使用量达 20公斤/公顷，农膜年残存率在 40%以上。 

4.农村生活污染突出。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居住日益集中，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大量增加，对农村水体和

土壤造成较大污染。 

三、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特别强调要“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重庆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地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区、中西部结合部，既担负着大城市带大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重任，又担负着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建设特别是三峡库区水源安全及生态安全的重任。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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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生态理念 

全市各级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渠道，大力宣传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加强对农民

的科技文化教育，把生态文明建设知识作为农民培训的重要内容，引导农民从传统的耕作方式向发展特色效益农业转变，使其

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二)优化区域布局，发展生态产业 

主城郊区要着眼打造都市农业示范区，发展精品农业、设施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渝西地区要着眼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带，

保障主城农副产品供给，发展优质粮油、蔬菜、畜禽、水产品等重点项目。 

“一圈两翼”地区要着眼打造山区生态特色农业基地，发展柑橘、草食牲畜、中药材、烟叶、森林旅游等重点项目，发展

林下经济，形成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主产区。 

(三)提高耕地质量，建设生态农业 

一是按照集中治理、规模开发的要求，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和土地整治力度.改善农田质量.提高产出能力。二是减少化肥、

农药用量，控制高毒高残留农 

药的使用，推广秸秆还田技术，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三是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扩大“稻鱼”、“稻菜”、“稻鸭”

等生态模式，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不断改良土壤和培肥地力。四是加大农机推广力度，抓好适合我市农业特点的小型农机

具研发、推广和应用，提升特色产业的农机应用水平。 

(四)实施环境整治，打造美丽乡村 

一是整治畜禽粪便污染。加快推进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积极推广生态养殖技术，配套建设沼气池，实现畜禽粪便能源化、

肥料化利用。二是整治农村生活污染。 

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地，配套建设环卫设施，规范生活垃圾存放、收集、清理和处理。对分散居住的农户，采取“户集、

村收、镇运、县处理”的模式处理生活垃圾。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重大设施建设，推进植树造林，加强石漠

化综合治理，优化农村生态环境，为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创造良好条件。 

(五)突出示范典型，建设农业园区 

加快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和潼南、南川、荣昌 3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扩大市级现代农业园区的总量和规模，高

标准建设一批现代农业园区，使其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态建设的“先行区”。 

(六)发展规模经营，提升生态效益 

一是规范土地流转。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支持农户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培育规模经营

主体。采取择优扶持的办法，引导农民以土地、生物资产、资金等要素入股，培育一批产业发展快、带动农民强、经营效益好

的农村股份合作社。三是重点特色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加工型、流通型农业龙头企业，实现每个重点特色产业有骨干龙头企业

引领，有一批中小龙头带动，促进农业龙头企业集团化、集群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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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全管理机制，确保农业安全 

一是全面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链监管模式，精心打造安全农产品骨干产业链，突出抓好产前投入品监管、产中标准化

建设、产后基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管理。二是开展“三园两场”创建活动，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基地。三是加强重大动植

物疫病防控，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四是加强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加大宣传推介，提高地产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信誉度

和知名度，打造优质安全农产品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