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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的光伏路灯、干净的农家水塘、整洁的民居小院……近年来，科技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越来越多的村落风景如画，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初春时节，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后

路村，碧草茵茵，鸟语花香，一幅“清水

绕人家”的美丽画卷。村民家里，洗菜

池、洗手台、化粪池、浴室都接入了污水

管道。这些生活污水通过管道进入污

水处理站，经微动力生物净化槽等工艺

处理后，达标排放，改善了村庄及周边

的水环境质量。

据了解，目前新罗区采用了适用

山 区 的 污 水 处 理 技 术 ，对 14 个 镇

（街）、120 个建制村的污水处理厂和

配 套 管 网 进 行 统 一 建 设 与 运 维 ，建

立 了 切 实 有 效 的 农 村 污 水治理长效

机制。

新罗区是科技助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写照。截至 2022年，我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1%左右，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体系覆盖的自然村比例超过

91%。绝大多数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

净、整洁、有序。

1.6万个行政村
完成环境整治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的关键举措，是打赢农村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核

心环节。

“推进乡村振兴，要改善农村的生

态 环 境 。 这 也 是 老 百 姓 对 美 好 生 活

的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宣汉

县 龙 泉 土 家 族 乡 黄 连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胡晓玲说，当地农村地区群众居住比

较分散，家庭生活污水处理一直是个

难题。

日前，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

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实事求是

确定治理标准，合理选择技术工艺，确

保治理成本与当地经济可承受能力相

适应、治理技术要求与当地管理水平相

适应、治理设施可靠稳定运行。

“生态环境部和有关部门印发了指

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我们去年提出的科学统筹规划、

强化资金投入等建议，在这份文件中都

有体现。”胡晓玲说。

2023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

关部门，推动全国 2700 余个县市区编

制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

划、611 个畜牧大县编制印发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指导各省区市建立了

适合本地区的农村污水治理模式，并

推广 7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案例。资

源化、生态化治理路径更加清晰。目

前 ，已 有 1.6 万 个 行 政 村 完 成 环 境 整

治 ，800 余 个 较 大 面 积 的 农 村 黑 臭水

体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持续

好转。

光伏助力乡村
绿色低碳发展

黑崖沟村是河北省保定市最西部、海

拔最高的村落，最低气温达零下20摄氏度

左右。隆冬时节，即使冰雪覆盖，村里一

座新建的二层小楼里仍然温暖如春。这

间民居采用“太阳能光热+空气能热泵”技

术，使曾经每户5000多元的冬季采暖费降

到如今的1000元以内。通过多种技术，民

居及周边村民家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实现

了生态化处理，沼气也变废为宝，人居环

境质量大幅提升。

光伏在农村供暖中的比例正在逐

步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九洲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寅说，推进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农村生活方式

革命的重要内容。

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乡村闲置

屋顶以及充足的土地资源为分布式光

伏发电建设提供了先天便利条件。光

伏绿电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正在改变

农村“家家有炊烟，户户污染源”的原

有能源消费模式，实现着农村生产生

活节能减排。

大唐文昌翁田农光互补+储能示范

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项目在发展

光伏产业的基础上探索“农光互补”，利

用光伏板下空间建设简易大棚，种植地

瓜、白萝卜等。这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

降低光伏产业发展成本，又带动周边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光伏与美丽乡村

协调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建议，相关

部门应制定农村光伏建筑规划标准、科

学合理的农村光伏组件尺寸标准；定期

开展农村光伏市场质量监察工作。

开展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

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沙港市村，村

民蔡爱珍将自己近段时间收集的废旧

农膜、废弃秧盘等放入专用回收袋，送

到村里的置换点，兑换稻米和生活用品

等。近年来，湖南等地通过开展农膜回

收试点，健全回收网络体系，着力解决

农田的“白色污染”问题。

农业源污染物排放对农村生态环

境的影响不容小觑。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结果显示，每年农业源氨排放量

约 540万吨，占我国氨排放的 90%以上；

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占

全国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的 46.67%。在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农业面源化学需氧

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长江经济

带该污染物总排放量的 45.1%、48%、

66.6%。农业面源成为这一区域污染物

的主要来源。

目前，湖南、云南、四川等地正相继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通过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开展了农药

化肥减量化种植技术推广和试验示范，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绿色防

控、统防统治等技术，引导群众种植方

式转变。2022年，江川区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面积 14.59 万亩，有机肥替代部分

化肥 2.5 万亩。多种举措让江川区的农

业源污染物排放有效降低，农村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

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

了一定进展和成绩。但农业面源污染

涉及面广、污染类型多样、影响因素复

杂，治理之路仍任重道远。对此，云南

省政协副主席高峰建议，加快转变农业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各类管理、运

营、技术、网络等专业化团队，将大数

据、多媒体、遥感等高科技应用于农村

生态环境治理与生产生活中。推进农

业绿色科技应用，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监管，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

志农产品。通过宣传教育，将环境卫

生、生态保护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

导农民在生产生活中主动采取环境友

好行为等。

农村“靓”起来 生活好起来

油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油料作
物，是守护百姓餐桌上“油瓶子”的坚实
后盾。目前油菜籽种植比较效益低，菜
籽油价格波动大。油脂企业加工菜籽
油的利润低、经营风险大，带农惠农作
用难以发挥。

因此，我建议加强对菜籽油产业的
支持，充分发挥区域功能优势，提高我
国食用油自给率。

一是加大油菜籽生产补贴。建议由
国家出台相应种植补贴政策，健全农民
种植油料的收益保障机制，增加农民种
植收入，提高农民油菜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支持油菜籽产地加工。建议
国家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油菜籽收购
和就地加工进行补贴；在油脂储备中确

保一定比例的菜籽油，并将高品质油菜
籽产地干燥和加工等成套装备纳入全
国农机补贴范围。

三是坚持藏油于技，藏油于地。建议
国家加大研发投入，对油菜机械化生产作
业进行补贴，鼓励种植大户进行机械化生
产。进一步完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对自然条件差的岗
地、撂荒地进行改造，扩大油菜种植面积。

（本报记者 马爱平整理）

守护餐桌上的“油瓶子”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利用盐碱地
和戈壁等非耕地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
要途径，可以让百姓的“米袋子”“菜篮
子”更加充盈。

但在盐碱地和戈壁等非耕地应用
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规划引导不
到位，盲目发展问题突出；科技创新不
足，缺乏盐碱地和戈壁设施农业专用品
种；产业链条不完整，生产和流通保障
措施不完善；政策扶持引导不够，缺乏
发展资金等。

为推动盐碱地和戈壁改造利用向
产业化、生态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发展，
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全面摸清盐碱地和戈壁资源
状况，把基础打牢。二是搞好顶层设

计，研究编制盐碱地和戈壁等非耕地综
合利用总体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三
是分类施策，分区分类开展盐碱地和戈
壁等非耕地治理。四是加快选育适合
盐碱地和戈壁设施发展的特色品种，大
力推广盐碱地和戈壁治理改良的有效
做法。五是制定支持盐碱地发展和戈
壁农业设施利用的财政金融政策，强化
资金等要素保障。

（本报记者 马爱平整理）

推动戈壁变良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原有的主粮，如小麦、玉
米、稻谷等已不能满足人们对食物多
样性和营养健康的需求。主粮在餐桌
的直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抗逆性强、
营养丰富的杂粮消费不断增加。目前
杂粮作物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从事杂粮
创新与产品开发的人员较少，研发投入
不足，产业化程度低，自身优势尚未充
分发挥。

以甘薯为例，我国甘薯优异种质缺
乏、品种专用化程度较低；基础研究和育
种技术相对落后；加工产品产业化程度
较低、营养保健成分未得到有效开发。

因此，我建议国家适度发展甘薯
等杂粮作物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对食
物多元化、营养化的需求，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应从创新端、生产端、加工端
到市场端，加大对甘薯等杂粮品种在
技术研发、产业化发展、产能提升、海
外合作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实现全产业链创新与示范推广，充分
发挥甘薯等杂粮作物高产耐逆、营养
丰富、环境友好、比较效益高等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强国
建设。

（本报记者 金凤整理）

满足群众对食物多元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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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岑巩县客楼镇下寨村的新农村景色。 新华社发（唐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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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产业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继粮
食、蔬菜、果树、油料之后的第五大产业。

近年来，在“东菇西移”和“南菇北
扩”的新格局下，食用菌产业呈现出迅
猛发展的态势。“小伞”撑起来，钱袋子
鼓起来。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乡村
振兴稳步推进。

我国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种类丰富的菌菇资
源。为此，我建议具有一定食用菌生产基
础或生产条件的西部高原地区，充分利用
政策、资源及区位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
结构，加强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对食用菌
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创建优势特色食
用菌产业集群，将政策与行业需求相结
合，推进食用菌产业适度规模发展。二

是加大科技攻关，开展优质品种选育，
创建育种平台，按产区布局特色菌种专
业繁育基地，支持“育—繁—推”一体化
发展。加强东西部协作，充分利用东部
的人才、技术，做好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三是支持建造小型冷库等短期储
藏保鲜设施，鼓励龙头企业在食用菌重
点产区开发初加工和深加工产品，完善
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

（本报记者 陈曦整理）

用“小伞”撑起农民钱袋子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近年来，
我国粮食虽然连年丰收，但农村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种粮人口持续减少。调
研发现，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
移就业，种粮农民呈现出数量逐年减
少、年龄偏大、总体素质偏低等趋势。
因此要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稳定种粮
者队伍，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我建议制定职业种粮农民评定机
制。由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组织制定职
业种粮农民评定办法，成立专门评定机
构，对农民进行系统性的粮食种植专业
技能培训与考核，对符合条件者颁发职
业种粮农民证书，并给予其相应支持和
补贴。

建立职业种粮农民奖励制度。将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职业种粮农民倾
斜，由农业农村部门建立职业种粮农民
档案，实行跟踪管理、全程服务，以此提
高种粮效益和种粮积极性。

坚持普惠制和特惠制相结合。在
现有种粮补贴普惠性政策的基础上，建
议国家在新增补贴时，向职业农民、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倾斜。

（本报记者 赵向南整理）

建立职业种粮农民评定及奖励机制
程玉珍 全国政协委员、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

龙泉镇副镇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和
猪肉消费国。近年来，生猪产能持续增
加，供应充足，但养猪效率偏低，猪价持
续低迷，养猪从业者存在经营亏损情
况。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猪
肉的数量和品质有了更高要求。

养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需创新引领，
创新主体是企业。我建议，首先，加大力
度推动养猪产业科技创新,提升养猪技术
水平和效率。其次，坚定不移推进疫病
净化，加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共建无疫
区,打造健康猪群，生产高品质猪肉。要
支持合成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推
进豆粕减量替代，增强粮食安全。同
时，坚持绿色发展，将养殖场粪肥资源
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充分结合，打造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模式。最后，建立产学研
用一体化创新机制，推动科研机构和企
业深入合作，以产业问题、企业需求为
导向，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实现养猪高质量发展，从业者需
要认清规律，关注科技创新，在供给端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中
国从养猪大国向养猪强国迈进。

（本报记者 孙越整理）

端好百姓的“肉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