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业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2019年11月·第36卷·第6期：703-710 November 2019·Vol.36·No.6：703-710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ttp://www.aed.org.cn

张 弛，席运官，孔 源，等 . 生态环境视角下有机农业发展助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1994—2019）[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9, 36（6）: 703-710.
ZHANG Chi, XI Yun-guan, KONG Yuan, et al. Analysi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1994—2019）[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36（6）: 703-710.

Analysi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1994—2019）
ZHANG Chi1,2, XI Yun-guan1,2*, KONG Yuan3, TIAN Wei1,2, XIAO Xing-ji1,2, ZHAO Ke-qiang1

（1.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210042, China; 2.Organic Food Develop⁃
ment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210042, China; 3.Department of Soil Ecology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sour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stablish a green development mode in China.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paper first di⁃
vides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China′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in promoting organic food development and organic product
base construction (1994—2019)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function, and policy situation. Secondly, it summa⁃
rize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constructing organic product bas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arml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logical product supply.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
ganic agri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c product ba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conom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omo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and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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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

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而推动有机农业发展是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发展的重

要途径。本文从生态环境视角首先依据发展水平、发挥作用以及政策形势，将 1994—2019年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在推动有机食品

发展和有机产品基地建设方面开展的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次，总结凝练了有机产品基地建设在面源污染源头防控、农田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扶贫及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产生的综合效益；最后，提出新形势下有机农业发展与有机产品基地建设在发展生

态经济、防控面源污染、助推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以及生态产业扶贫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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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遵循自然规

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在生

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

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采

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

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1-2]。有机产业是

有机农业的概念延伸，是指从土地生产和食品加工、

运输、贸易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链，涉及生产、加

工、认证、流通、消费及科研等多个行业和环节，遵循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保护人类身体健康的目的[3]。1911年，美

国农业土地管理局局长King在考察我国农业长期不

衰经验的基础上，写成《四千年的农民》一书，标志着

有机农业萌芽正式形成[4]；20世纪 40年代，世界上最

早的有机农场——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代尔

（Rodale）农场建成，拉开了世界有机农业发展的大

幕。有机农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以生态系

统观念布局和开展农业生产，关注资源和能源的综合

利用，其典型的生产特征是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肥

料农药，并提倡基于生态资源承载力来“以种定养”

“种养一体化”，最大程度上实现物质能量的内部循

环，避免产生新的污染源。有机农业不局限于单一的

作物种植，而是注重种养结合，农林牧副渔合理配置，

把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各种有机废弃物，如畜禽粪便、

作物秸秆和残茬等，重新投入到系统内进行物质循环

利用，强调持续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是一种“循环经

济”模式[5-7]。

常规农业过量施用化肥导致的氮磷元素流失进

入水体是产生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为防

治病虫草害喷施的过量农药也对舌尖上的安全带来

潜在风险。实践表明，发展有机农业是源头防控农业

面源污染、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提供环保、安全食

品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国内外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共

中央、国务院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历来重视有机农业

发展，1999年迄今已相继发布了多项旨在推动有机

食品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文件，发挥了较好的

政策导向作用，引导推动了我国有机事业的发展（表

1）。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监委）最

新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6年底我国有机农业用地面

积位于世界第三；2017年我国有机植物面积 483.3万

hm2，作物总产量 1 279.6万 t，各类有机产品产值共计

1337亿元[8]，连续多年呈现上升发展态势。当前，对

有机农业的一般认识是绿色生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

安全的终端有机产品，而社会群众则普遍关注于后

者，殊不知有机农业发起的初衷是出于对环境恶化的

关注和自然生态保护的需要。本文尝试从生态环境

视角回顾自 20世纪有机农业概念引入我国以来有机

农业的发展，并分析其对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的正向

效应。

1 近25年来环境保护视角下有机农业发展

1.1 第一阶段（1994—2002年），有机认证的起步与有

机产品基地建设初步发展

此阶段的划分依据为有机农业概念引入我国至

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发布，属于有机农业的起步阶

段。国外有机农业起源于生态农业，主要源自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亦然。20世纪 90年代，有机食

品事业的源起发展与生态保护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

工作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推动生态农业建设被原

国家环境保护局列为预防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要工作之一，并于 1994年批准成立原国家环境保护

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率先在国内引入“有机农业”概

念，创造性提出了“将推动有机农业发展作为农村环

境保护抓手”的论点并付诸实施。1995年，原国家环

境保护局制定了我国首个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即《有

机（天然）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和《有机（天然）

食品标志管理章程》以及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标准和规范，初步确立了我国有机产品认证及产

品的规范标准体系，为我国有机农业及其产业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0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以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了《有机食品技术规范》（HJ/
T 80—2001）。此阶段，有机农业的具体外化形式为

依附于农业基地载体的有机生产和有机认证，主要由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产业发展的推动和行业标准规范

的制定，目的在于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提升物质和能

源的综合循环利用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

1.2 第二阶段（2003—2014年），有机基地建设规模化

发展带动有机农业示范创建

此阶段的划分依据为环境保护部门开始不局限

于单纯的有机产品认证范畴，而是以有机生产示范基

地的考核创建为手段，推动有机生产规模化发展以更

好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根据国务院部门职能分工

调整，2002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逐步将有机食品

认证监督、管理工作移交国家认监委。但为继续推动

有机食品产业发展，发挥有机生产保护和改善农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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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环境的功能，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双

赢”的目标，原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3年印发了《国家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在有机认

证的基础上，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良好环境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有机种植/养殖基地开展考核，作为促进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此阶段，环境保护部

门虽然不再监管有机产品认证工作，但是进一步强化

了对规模化有机农业生态环境效益的认可、鼓励和支

持。2005 年，国家标准《有机产品》（GB/T 19630—
2005）发布，至此有机产品认证在我国进一步规范化、

标准化快速发展。在质量监督部门推动有机产品认

证的同时，国家层面支持和推动有机基地建设发展的

主管部门有原环境保护部、原农业部、原国家认监委，

并相继开展了有一定生产规模、区域性范畴有机基地

的示范创建，引领有机农业发展（表2）。

2003—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共开展了第 1~5批

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考核工作，共有分布于 23
个省（区、市）的 176个基地获命名公告，具体分布情

况见图 1，生产覆盖面积约 11.2万 hm2。全国数量分

布位于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新疆、安徽、山东、

表1 国家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指导支持有机农业发展的相关文件（1999—2019）
Table 1 The relevant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eco-environment sector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1999—2019）
年份
Year
1999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10

2011

2013

201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2018

2019

发布部门
Government department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商务部、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等十一部委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原环境保护部

原环境保护部

原环境保护部

原环境保护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

原环境保护部

国务院办公厅

原环境保护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部

文件名称
Document name

《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
意见》（环发〔1999〕247号）

《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
行）》（环发〔2003〕65号）

《关于积极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商运发〔2004〕327号）

《关于印发<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
的通知》（环发〔2006〕151号）

《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
发〔2007〕77号）

《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环
发〔2008〕126号）

《关于深化“以奖促治”工作促进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5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
见》（环发〔2011〕29号）

《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
（环发〔2013〕135号）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
发〔2015〕12号）

《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
见》（环发〔2015〕135号）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
〔2016〕65号）

《环境保护部2017—2018年定点扶贫工作
计划》（环办规财函〔2017〕1733号）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号）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的指导意见》（环科财〔2018〕16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
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2019〕24号）

相关内容
Related information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有机食品发展工作的指导和推动，有条
件的地区可抓紧建立有机食品发展分中心或办公室，引导群众发展

生态经济

进一步加强我国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监督管理，规范国家有机食品
生产基地建设的考核管理工作

大力推动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贯彻，积极推进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
建设，优先发展一批全国性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加快有机食品产地

和有机食品的认证步伐

将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与土壤污染防治结合起来，要求到2010年
在东、中、西部建设300个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严格对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
生产基地的环境监管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
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倡导购买绿色、有机产品

引导和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支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减少
农药、化肥施用，促进秸秆还田、秸秆气化等综合利用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积极推进有机农产品
基地建设

进一步规范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工作

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
林产业

在养畜、粪污收集处理、有机肥料、种植业等多方面实现种养平衡，
继续推动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

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加快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和产业发展，
增加有机产品供给

鼓励各司局、各单位在生态有机种养、电商扶贫、生态旅游、有机
食品认证、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生态环保产业等产业脱贫

措施方面给予帮扶

引导公众绿色生活，推广环境标志产品、有机产品等绿色产品

大力推进种植产业模式生态化，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

大力支持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

大力支持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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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预计至“十三五”结束，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总数可达到300个。

1.3 第三阶段（2015—2019年），有机基地发展推动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产业扶贫

此阶段划分的依据为主管部门职能的调整和新

形势下有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目标。推动生态

农业发展和监督协调有机食品发展的相关职能一直

归口于原环境保护部内设的自然生态保护司。2016
年，依据调整的“三定”方案此项职能划分至水环境管

理司，除原有职能外，更将有机食品发展引入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的整体工作部署中来；同年，环境保护部

门率先提出“环水有机农业行动计划”，被列入国务院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推广环境标志产品、有机产品等绿色

产品。基于此，201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组建成

立生态环境部后，将监督协调有机食品发展职能划分

至内设的土壤生态环境司，有机食品发展的内涵进一

步延展至农用地土壤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

部门在持续推动国家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发展的同时，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内涵，将有机

基地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充分发挥规模化有机

食品生产对面源污染防控、土壤环境改良和农田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作用。此外，结合打好国家三大攻

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中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扶贫的实际需要，此阶段的

有机基地建设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内涵。鉴于

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过程和优质优价的产品属性，有

机农业的发展从更高层面上已经纳入到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宏观战略中，重要性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升，也为此阶段有机农业发展带来了重大

的政策利好，同时也激发了有机基地优化发展的内

在需求，使其不仅仅关注于产品生产，还要追求更高

的生态环境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发挥带领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作用。

2 有机基地建设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效益

2.1 降低土壤氮磷流失，从源头削减农业面源污染

常规集约化农业高强度的化肥农药投入，导致过

表2 国家层面推动有机农业规模化发展所开展的示范创建工作

Table 2 The demonstration creation to promote scal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
管理部门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原环境保护部

原农业部绿办

国家认监委

示范/创建名称
Demonstration & Construction

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创建目的/侧重点
Objective/Focus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美丽乡村建设

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及农业可持续发展

树立有机产品认证典型，推广有机产业发展经验

文件依据
Policy documents
环发〔2003〕65号/
环发〔2013〕135号

农绿〔2010〕8号

国认注〔2011〕34号

获批数量
Quantity
176个

30个

129个

图1 第1~5批国家基地省份分布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in provinces of national organic food production bases

注：统计时间截至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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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氮、磷养分元素随径流或地下水进入流域水体造

成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威胁江河湖库水环境质量，也

破坏了农用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和农田生物多样性。

研究证实，与常规农业相比，有机农业能够显著降低

流域内农田土壤硝酸盐含量，氮径流流失量平均可减

少 30%~35%，个别地区甚至可减少 50%[9-13]。例如，

在太湖流域采用稻麦轮作的有机基地中，有机种植模

式能有效控制农田中氮素的径流损失[14]。有机食品

基地通过禁止化肥农药使用，资源化利用秸秆、畜禽

粪便等农村农业废弃物，可控制氮磷、农药向水体的

输入性迁移，有效防控面源污染。笔者所在部门主要

负责历年来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技术审核工作，

经分类提取、现场抽查和统计汇总已公告的五个批次

的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数据，在比对同类常规农业

生产的农药化肥平均用量基础上，总面积约 11.2万

hm2的有机种植基地，因采取有机生产方式，每年可

直接减少投入化肥约 4.5万 t、农药约 0.03万 t。同时，

通过有机种植-养殖方式可以消纳大量的畜禽粪便，

在基地内经合理堆肥处理后返还农田，既可为作物提

供基肥和改良土壤，又减少了畜禽粪便外排带来的面

源污染。

2.2 改善耕地土壤生态环境，丰富农田生物多样性

有机生产大力提倡精准施用有机肥，不仅能够降

低土壤容重，改善土壤结构和增加土壤通透性，同时

还可提高土壤微生物含量。长期使用有机肥能够改

变土壤不同粒级的组成，对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和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具有积极意义。统计表明，第

1~5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每公顷土地每年可消

纳大量有机肥，不仅提升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提

升了有机质含量，也使农田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呈数量

级增加。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团队对有

机食品基地的定点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有机种植方式

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8%~115%、微生物量碳 6%~
51%，降低土壤容重 9%~30%[15]。在对江苏省句容市

戴庄村的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研究中发现，有机

稻田中的动物种类数是常规稻田的 4.8倍，有机稻田

环节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群落的生物多样性 Simp⁃
son指数显著高于常规稻田。有机种植方式不仅能够

提高物种多样性，而且能够提高物种均匀度水平，有

机水稻栽培下的稻田水生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

性和更好的环境质量水平[16]。

2.3 有机基地建设带动农民增收，助力生态产业扶贫

通过在生态储蓄丰厚但工业欠发达的县域发展

有机农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直接提

升产业的经济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脱贫的社会效益。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经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此外连带发展有机

农业观光、体验、休闲旅游，规模化的有机基地建设可

将贫困农民就地吸纳为产业工人，使农民既可获得稳

定的工资收入又能得到土地租赁收入。有机产品市

场价格一般为常规产品的 3~5倍，可有效带动农户增

收。以浙江武义县的更香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为

例，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通过有机茶叶生产和加

工的产业化，可安排贫困农户固定岗位 300多个，带

动茶农增收 500余万元。江西万载县积极推动有机

基地建设，有机农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

道，与常规农业相比有机农业项目区农民人均增收超

过 500元[17]。江苏句容市戴庄村国家有机食品生产

基地以种植大户为龙头，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

社，对生产和加工实施指导，严格控制生产标准，村民

年均纯收入从 2003年的不足 3000元，增至 2012年的

近 1.4万元[18]；2017年，该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

提升至2.5万元。

2.4 提升生态产品供给，保障群众健康和食品安全

单纯依靠投入品增长保障产量的粗放型农业发

展方式，不仅不能保证产品产量，而且由其导致的生

态系统的不健康也影响到农产品品质安全。国内外

研究表明，由于不使用农药化肥和生长激素，有机食

品的质量安全性要高于常规食品。研究表明，与常规

食品相比，有机食品更加安全、健康，并且比常规食品

有更好的营养品质和感官品质[19-20]。针对长期有机

生产基地的调查分析表明，与常规种植方式相比，有

机基地从事的有机种植方式能够显著提高稻麦的安

全品质，比如有机种植作物中重金属含量普遍较低，

有机水稻和小麦中抗氧化物质总黄酮含量显著高于

常规产品[21]。通过国家认监委的“中国食品农产品认

证信息系统”，筛选分析第 1~5批次国家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的有机认证信息数据（面积、品种、产量），将

基地主要产品归类划分为种植、养殖、水产等多个大

类，统计表明基地每年可提供生态有机产品 22.5万 t
以上。可以说，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使用有毒有

害农药既保护了农民身体健康，也使购买有机产品

的消费者避免受到农药化肥和生长激素残留对身体

的危害。借助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品牌效应，逐步

培育壮大了有机消费人群和有机消费市场，引导食

品安全水平的提高。

—— 707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36卷·第6期·卷终

http://www.aed.org.cn

3 新形势下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虽然有机农业发展和有机食品基地建设的生态

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显著，国内消费市场对有

机产品的需求也愈加旺盛，但由于有机农业生产技

术难度相对较大、科研技术支撑不足、国家层面缺少

专门扶持有机农业的政策与资金，以及缺少有效的

有机实用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等因素，有机农业发

展和有机基地建设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前进。

本文在当前打好三大攻坚战之一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时代背景下，从生态环境视角提出优化发展的对

策建议。

3.1 将有机基地建设作为构建生态经济和生态产品

供给的重要载体

当前形势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既要保证粮食

安全总体目标，又要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和释放资源环

境压力，将建设有机基地作为构建生态经济体系的载

体是必然选项。采用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基地

既可实现保护农业农村环境、控制面源污染、提高耕

地土壤质量、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效益，

又可提升产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建议在我国

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特别是“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国家食品安全规划等

文件中，列入以有机农业关键技术为代表的农产品安

全生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要以农业生态工程、

循环农业的原理对有机基地的生产系统进行因地制

宜的整体规划，使基地成为一个整体、协调、循环、再

生的有机系统，实现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梯级利用，

最大幅度减少外界的物质与能量的投入，提高综合生

产力和效率，增加优质生态产品的产出；从维护生产

系统的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微观上对基地进行景观

布局，在基地间隔或周边保留或设置小型生态景观单

元，以增加基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景观的多样性。

3.2 将有机生产方式作为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

有效手段

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控制关键在于生产前端，通

过在重点流域推进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控制农用耕地

土壤中氮磷等营养元素的流失，从源头上削减农业面

源污染。此外，推动有机生产方式是落实国务院发布

的“水十条”中提出的“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

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形成的有效实施

途径。具体从几个层面推进：政府统领——以有机食

品基地考核为抓手，并结合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

“以奖促治”和农村清洁工程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生

产提档增效；企业施治——以有机生产标准“倒逼”重

要水源地周边已有的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减少农药、

化肥投入，最大程度上资源化利用畜禽粪便和秸秆等

以降低成本；市场驱动——政府鼓励政策、环保风投

资金的刺激，以及有机产品较常规产品 3~5倍的高利

润，是企业转型有机生产的强大驱动力；公众参与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社会信誉度，可以提升产品

价值，使更多从事或参与一线生产的农户获得更高利

润，激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当前，全面推进有

机基地建设条件尚不成熟，可在重要水源地等区域周

边一定范围内首先推进环水有机农业，在环境保护压

力较小的外围汇流区域，可优先按照良好农业操作规

范（GAP）开展生产，为有机生产打好基础，依此分区、

分级推进有机基地建设。

3.3 将有机基地纳入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

环境监管工作体系

自 2008年以来，原环保部、财政部推进农村环境

“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至 2018年中央财政已

投入 495亿元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2]。但总体上

看，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和运行模式仍主要以各级

政府为主，市场主体和社会资金参与度不高。“十四

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任务依然艰巨。

在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和农村有机废弃物综

合利用改革试点过程中，配合以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为

载体，示范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畜禽有

机养殖，推广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生态循环的发展模

式，将有机基地纳入农村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

三级网络体系，吸纳和引导有机生产企业、农民加工

和使用以畜禽粪尿/作物秸秆为原料的商品有机肥/
饲料、规模化积造的农家肥和沼液还田，进而按有机

标准生产质量安全和口感俱佳的有机食品，获得更高

的产品市场经济价值。通过有机基地建设，构建基地

和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切实让农民在“种

养”的过程中受益，在受益的同时激发农民履行环保

义务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投身农村生态环保工作。

3.4 通过有机产品基地示范建设推动生态产业扶贫

有机产品基地的示范带动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产业扶贫战略落地的重要手段，建议结合当前

生态文明示范、“两山论”实践创新基地等已有的创建

活动，将有机产品基地建设纳入其中，成为生态考核

评估的重要依据，激发地方发展有机农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还要采用灵活的经济手段，通过设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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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减免税收、补贴、低息投资贷款等，对有机

农业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并可结合生态扶贫工作出

台系列扶持政策，推动有机产业与生态扶贫的深度融

合。通过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信息互通、联合监管与产业推动，以有机认证

为基石，以区域化有机基地示范建设为重要载体，在

全国范围内遴选自然生态禀赋较好，但生态环境保护

任务重、脱贫攻坚需求迫切的地区，协助其进行全域

推动有机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发展的试点示范，

总结提炼区域有机产业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发展新模式。

4 结语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实施的新形势下，应在农业农村领域着力推动形

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生态化农业生产新方

式。作为有机农业概念的具体实践载体，有机产品基

地从生态系统平衡和资源循环利用角度出发，以持续

有效的有机认证为前期保障，以品牌化市场运营为后

期促进，通过多模式、规模化和生态化的有机生产过

程，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农用地土壤环境改良与农

田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带动贫困农民增收减贫、促

进城市居民绿色消费和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水平等方

面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有机农业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实践落地

的具体形式，不仅高度契合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

系中的绿色发展观、整体系统观和基本民生观，而且

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和

优质生态产品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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