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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张晔在“2020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 我

刊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张晔介绍了农业农村部学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相关进展。 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把

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自觉践行新发展

理念, 坚定走农业绿色发展之路。 深刻理解美丽中国科学内涵, 着力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二是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生态文明部署,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连续三年实现负增长。 畜禽养殖污

染全面治理,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稳步提升。 秸秆农膜回收体系基本建立, 综合利用水平逐步提高。 耕地土壤污染管

控与修复稳步推进, 产地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铺开, 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现。 三是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 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体系。 着力构建绿色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 不断完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体系。 不断健全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支撑体系。 建立健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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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在年

中关键时候举办这次研讨会, 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 坚决打赢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补齐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

具有重要意义。 借此机会, 我就农业农村部门贯彻落实

情况作个汇报交流。

1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把农业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谋求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实现人

民福祉的战略高度, 围绕建设美丽中国、 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 农业农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 我

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一是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 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 农业发

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 而且要逐步还旧账。 农

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 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 我们切实增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统筹推进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 把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要求贯穿到农

业生产的全过程, 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拼生态拼环境真

正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 加快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

匹配、 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二是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定走农业绿色发展之

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要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 绿色是农业的本色。 我们深刻把握与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聚焦农业生态环境重点领域、
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 更加注重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生态保育, 以更强的决心、 更大的气力、 更硬的举措,
推进农业发展的绿色变革, 切实将农业的生态环境优势

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 实现农业绿色的经济化和农业生

产的生态化。
三是深刻理解美丽中国科学内涵, 着力推进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

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

际的路子,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

愁。 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农村是重点, 也是

难点。 我们注重统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把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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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 乡土文化传承有机统

一起来, 注重恢复提升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功能, 推进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服务均等化, 全面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 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部署, 推动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把绿色发展

摆上突出位置, 打响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

了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 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 农业领域

化学需氧量、 总氮、 总磷排放分别下降了 19%、 48%、
25%, 农业发展实现了“增产又减污”, 农业的绿色底色

越来越亮了。
一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连续三年实现化肥农药使

用量负增长。 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是农业绿色发展的

重要标志。 我们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建设

了 300 个化肥减量增效县、 175 个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

肥示范县, 创建了 100 个绿色防控示范县, 集成推广了

一批典型技术模式和运营机制。 水稻、 玉米、 小麦三大

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39. 2%、 农药利用率达到

39. 8%, 分别比 2015 年提高了 4 个百分点和 3. 2 个百分

点, 化肥农药使用量双双实现连续三年负增长。
二是全面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稳

步提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

推进的 6 件民生工程之一。 大力推行以地定畜、 种养结

合、 循环发展, 启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 整县推

进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建设, 实现了 585 个畜牧大县全覆

盖, 并将 120 个非畜牧大县纳入治理范围。 全国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5%,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率达到 93%。
三是秸秆农膜回收体系基本建立, 综合利用水平逐

步提高。 秸秆地膜是重要的农业废弃物, 同时也是宝贵

的“资源”。 加大回收利用力度, 推进秸秆农膜“变废为

宝”。 在全国建设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 620 个, 大力推

进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 燃料化利用, 不断健全秸秆收

储运体系, 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 5%。 在西北地

区建设农膜回收利用示范县 100 个, 大力推进标准地膜

应用、 机械化捡拾、 专业化回收, 使全国农膜回收率达

到 80%。
四是耕地土壤污染管控与修复稳步推进, 产地环境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耕地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保

障。 全面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推行耕地分

类管理。 推广低吸收品种替代、 土壤酸度调节、 水肥调

控等技术措施, 安全利用中轻度污染耕地。 严格管控重

度污染耕地, 实施种植结构调整、 休耕或退耕还林还

草。 启动实施耕地污染防治联合攻关计划, “一域一策”

开展技术指导, 精准解决区域性土壤污染问题。
五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铺开, 美丽乡村建设成

效显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
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全

面推广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分类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提升村容村貌。
全国 90%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0%,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84%的行政村。
六是农业资源养护全面加强, 资源约束得到有效缓

解。 农业资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实施海洋

渔业资源总量管理, 开展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

行动, 完善休禁渔制度, 有序开展增殖放流, 实现了内

陆七大重点流域禁渔期制度和主要江河湖海休禁渔制度

两个“全覆盖”。 实施耕地轮作休耕, 开展酸化、 盐碱化

耕地治理, 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 控制农业灌溉用

水总量, 建立 220 个高标准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 辐射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3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提

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

　 　 一定时期内,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还面临着不欠新账、
逐步还旧账的双重压力。 我们既要立足眼前, 优先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突出问题,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又要着眼长远, 全面提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能力和水平, 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是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系。 健

全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耕地

分类管理、 农业资源养护等制度。 建立健全以绿色生态

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完善

用地、 用电、 金融、 信贷等配套支持政策, 加快构建优

质绿色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全面激活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着力构建绿色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 坚持

市场需求导向, 以解决资源错配为目标, 以提高农业供

给体系的质量效益为主攻方向, 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 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和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加快构建质量兴农、 效益兴

农、 绿色兴农的新格局。
三是不断完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体

系。 坚持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属性, 强化政府在

政策扶持、 规范管理、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大新型治理

主体培育力度, 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 构建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农民主体、 社会参与的

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四是不断健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支撑体

系。 优化农业科技资源布局, 推动科技创新、 成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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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开展以资源高

效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 污染治理修复为重点的科技联

合攻关, 加快突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技术瓶

颈。 完善农业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 加快

成熟适用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五是建立健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测评价体

系。 推进产地环境、 农田氮磷流失、 农田地膜残留等农

业生态环境监测“一张网”建设, 建立常态化监测制度,
科学客观评价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构建农业农村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 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内容, 建立财政支持与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挂

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To
 

steadi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b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

 

Y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100125, China)

Editor’s
 

Note: Zhang
 

Y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In - depth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2020. Here
 

is
 

her
 

speech
 

report
 

to
 

share
 

with
 

readers.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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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evant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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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i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rst, we
 

will
 

thoroughly
 

implement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ive
 

high
 

priority
 

to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will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resolutely
 

pursue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strive
 

to
 

build
 

a
 

beautiful
 

and
 

livable
 

countryside. Second, we
 

will
 

resolutely
 

impl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plans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and
 

achieve
 

initial
 

results
 

in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negative
 

growth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Pollution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treated,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ste
 

resources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The
 

straw
 

film
 

recovery
 

system
 

has
 

been
 

basically
 

establish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Stead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soil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of
 

producing
 

areas
 

has
 

been
 

effectively
 

guaranteed. We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in
 

rural
 

areas, and
 

made
 

progress
 

in
 

building
 

beautiful
 

rural
 

areas. Thir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We
 

will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will
 

work
 

hard
 

to
 

build
 

a
 

green
 

and
 

circular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coordinate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will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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