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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models and developmental suggestions for eco-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Deq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YANG Lun1, MIN Qingwen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Eco-agriculture focuses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worldwide. As part of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eco-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pilot counties and one of the China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China-NIAHS）sites，Deqing County occupies a vital position in the practice of eco-agriculture in China.
Thus, this paper traces the basic history of eco-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typical models of ec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Deqing Coun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re connotations and primary values of the typical models of eco-
agriculture in this county. The typical models include the“pearl mussel-fish-grain-mulberry-livestock”complex system, rice field
ecological planting and breeding models, aquaponics, and agritourism.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makes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agriculture in Deqing County based on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Keywords：eco-agriculture; China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China-NIAHS）;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gritourism; Deqing Traditional Freshwater Pearl Culture and Uti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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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农业绿色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农业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作为首批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

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所在地，浙江德清县在我国生态农业的实践历程中具有重要地

位。本文回溯了德清县生态农业实践的基本历程，总结了当前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深入分析了“蚌-鱼-粮-桑-畜”复

合系统、稻田生态种养模式、鱼-菜共生模式和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的核心内涵和主要价值，并基于当前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的问题与

挑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促进德清县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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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清生态农业的发展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自

给自足的个体农业，再到现代化农业，人类社会通过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在农业生产上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1]。全球谷物单产从 1998年的 3 097.97
kg·hm-2 增加到 2018 年的 4 070.67 kg·hm-2，增幅达

31.40%[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值增速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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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高一倍，农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

从 1952—1978 年的 2.2% 提高到 1978—2018 年的

4.5%[3]。然而，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在

2015—2019年仍有所上升，目前影响约 25.9%的世界

人口（约 20亿人），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遭受中

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影响[4]。同时，农业已成为温

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全球 1/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

自食物系统，2015年全球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18 Gt CO2e（95%置信区间为14~22 Gt CO2e），其中农

业土地利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食物系统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 71%[5]。此外，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问

题，以及由不合理的农业生产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

水土流失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问题日渐突出。

在过去的 50年间，全球围绕“农业绿色发展”进

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和技术研究。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先后推动提高生产力、增强适应性和发挥农业

多功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生态农业

（Agroecology）与气候智慧型农业（Climate smart agri⁃
culture）计划。这些计划的核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提高生产力，即在不破坏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基

础上，引入新的技术和方法，提高单位面积生产力；二

是增强适应性，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对农业的庇护作

用，同时加强农民的能力建设；三是发挥农业的多种

功能，强调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6]。我

国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并在长期的生态农

业实践中积累了朴素而丰富的经验。20世纪 70年代

后期，我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现代化探索，在经历了

起步发展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之后，走向创新发展阶

段。作为首批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德清县在我

国生态农业的实践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漫长的

历史时期，德清县是杭嘉湖地区粮、桑、鱼的主要生产

基地之一，千百年来的农业发展积累并传承了丰富多

样的农业智慧与技术体系，尤其是以起源于南宋时期

的附壳珍珠养殖技术为依托形成的“浙江德清淡水珍

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于 2017年被农业部列为第

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德清县悠久的蚕

桑养殖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梅林遗址”证明

了德清在商周时代就有桑园分布；明代王道隆所著的

《菰城文献》中记载了养蚕业在当时已成为德清的主

要产业之一[7]。20世纪 80年代开始，在国家科委、农

业部、浙江省科委、德清县农业局等单位的支持下，德

清县率先开展了一系列生态农业实践探索项目，这些

实践探索既有生态农业的技术开发，也有生态农业的

模式总结（表 1）。通过这些生态农业项目的不断发

展、深化，德清县在我国现代生态农业的实践探索中

走在了前列。

2 德清生态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

当前，德清县基本实现了生态农业的均衡发展，

分布有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淡水养殖）、休闲

农业（洋家乐、休闲渔业）等多种类型，涵盖水网平原

地区生态农业的基本类型，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农

民、合作社、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和新型经营主体多方

参与的生态农业发展策略。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的

典型模式可总结为四类：“蚌-鱼-粮-桑-畜”复合系

统、稻田生态种养模式、鱼-菜共生模式和休闲农业

发展模式。

2.1“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

德清县水资源丰富，湿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44%以上，且水质优良，尤其适宜淡水蚌的生长繁殖，

当地自南宋时期便有养殖褶纹冠蚌培育附壳（佛像）

珍珠的记载。由于鱼、蚌均生活在水中，利用共生原

理在池塘中进行混养，可优化生产结构，以鱼带蚌、

以蚌补鱼，获得良好经济效益[8]。因此，以鱼-蚌混养

表1 德清县生态农业实践探索的部分项目

Table 1 Some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of eco-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Deqing County
时间Time

1983—1985
1985

1985—1988
1987
1993
2017
2018
2019

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杭嘉湖中部平原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技术研究

建立街后生态试验场

德清县澉山乡生态农业研究

建立三桥乡生态农业实验场

入选首批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

“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智能农业三年行动计划

首届美丽中国田园博览会

支持单位Agency/Organization
国家科委

干山乡街后村政府

浙江省科委

湖州市环保局、三桥乡政府

农业部等

农业部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

德清县人民政府等

——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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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成为了德清县

生态农业模式的典型代表，由此总结形成的“粮桑渔

畜”的循环利用理念也成为了我国生态农业理念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耦

合了德清县农业生产的多种主要类型，其经营主体涉

及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因而经营规模难以测

定。以“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的核心——鱼-
蚌混养为标准，专业从事鱼-蚌混养的农户仅占当地

从事水产养殖农户总数的 0.29%，经营水域面积总

计 490 hm2，户均经营水域面积超过 67 hm2。在“蚌-
鱼-粮-桑-畜”复合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具有紧密且

多样的功能联系，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复杂的系统结构

（图1）。

在该复合系统中，蚌类和鱼类为核心要素，蚌类

品种主要为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淡水鱼类主要有鲢

鱼、鳙鱼、青鱼、草鱼、太阳鱼等。鱼-蚌混养的生产

方式不仅能够促进鱼蚌之间的互利共生、有效改善水

域环境，还能生产珍珠、蚌肉和鱼肉等产品，成为德清

县小农经济的重要支柱。2017—2019年间，德清县

全域的蚌类养殖规模为 34.78 hm2，产量和经济产值

分别为 1.09 kg·hm-2和 680.00 元·hm-2；鱼类养殖规模

为 4 783.29 hm2，产量和经济产值分别为 51.86 kg·
hm-2和 1 320.00 元·hm-2（图 2）。在区域分布上，钟管

镇的水产面积最大（2 363.60 hm2），其次是新市镇、洛

舍镇和雷甸镇，养殖水域面积最小的是阜溪街道

（464.07 hm2）。

以鱼-蚌混养为核心，该复合系统还耦合了德清

当地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它们不仅是当地居民重要的

食物来源，而且是河蚌、鱼类、牲畜等必要的饲料和饵

料来源。德清县主要种植的作物十分丰富，基本涵盖

了南方稻田的主要作物品种（图 3）。同时，得益于德

清县良好的气候和立地条件，当地主要作物的产量也

较高，播种面积最大的前 5种作物及单位产量分别为

稻谷（7 850.87 kg·hm-2）、蔬菜（21 090.87 kg·hm-2）、豆

类（3 581.20 kg·hm-2）、薯类（5 368.48 kg·hm-2）和小麦

（4 025.72 kg·hm-2）[9]。此外，杭嘉湖地区具有历史悠

久的蚕桑文化和“湖羊”等特色畜禽遗传资源，种桑养

蚕和养殖湖羊等牲畜，不仅能为当地居民提供经济保

障，而且能为鱼类、河蚌等提供必要的饲料和饵料，同

时提升土壤肥力。在德清县，蚕种饲养主要是在春季

开展，春节蚕种数量占全年的 66.38%；秋季和夏季则

有部分蚕茧养殖[9]（图 4）。德清县养殖业以家禽养殖

为主，年末存栏和年内出栏数量均占主要牲畜数量的

90%以上；羊和生猪的养殖规模次之，牛的养殖数量

最少[9]（图5）。

相比单一的蚌类养殖，以鱼-蚌混养为核心的

“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具有突出的生态价值和

经济价值。在生态价值方面，“蚌-鱼-粮-桑-畜”复

合系统内的蚌类养殖几乎不需要额外施肥，仅靠鱼类

1.河蚌控制水华、净化水质，互利
共生 2. 鱼类残饵/鱼类粪便培育
的藻类为河蚌提供饵料 3. 鱼塘
底泥可返田作肥料 4. 稻田养鱼
5.稻草供蚕“上山”结茧 6.“蚕沙”
肥田 7.老桑叶、桑地杂草等喂牲
畜 8. 牲畜粪便等肥地 9. 牲畜粪
便可作为河蚌的饵料 10.蚌壳可
作为牲畜饲料 11.牲畜粪便可作
为鱼类的饲料 12.牲畜粪便可肥
田 13.稻草、麦秆可作饲料，也可
垫畜舍 14.“蚕沙”喂鱼 15. 底泥
可返桑地作肥料 16.“蚕沙”喂河
蚌 17.底泥可返桑地作肥料。

图1“蚌-鱼-粮-桑-畜”复合系统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of
pearlmussel-fish-grain-mulberry-livestock

图2 2017—2019年德清县主要水产品种的养殖规模

Figure 2 Breeding area of major aquatic species in Deqing
County from 2017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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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螯类Shrimp and crabs
珍珠Pearl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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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Fish
其他类Others

图3 2018—2019年德清县主要作物的平均播种面积

Figure 3 Average sown area of main crops in Deqing County
from 2018 to 2019

7.73%

33.69%

8.90% 5.79%
4.58%

2.58%0.14%

36.59%
甘蔗Sugar cane
油菜Rape
果用瓜Fruit melon
小麦Wheat
薯类Potatoes
豆类Beans
蔬菜Vegetable
稻谷P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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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牲畜的粪便即可实现高效的物质转化。在经

济价值方面，该复合系统内生产的珍珠质量普遍较高

（80%为圆形，有核），产量适中（每公顷 70~80个），基

本不受季节影响。同时，当地从事鱼-蚌混养的农户

每公顷养殖 50~70个蚌、20~25 kg青鱼鱼苗和 7 kg花
鲢鱼苗，由此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种类、更低的管理成

本以及更高的经济收益和抗风险能力。

2.2 稻田生态种养模式

杭嘉湖平原具有适宜水稻生长的气候、降水和水

利条件，分布着浙江省最优质的水稻田。同时，发源

于区内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均印证了杭嘉湖

平原是我国稻作文明的摇篮[10]。因此，德清当地积极

探索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稻田生态种养模式，包括

稻-虾共生、稻-鱼共生、稻-鳖共生和稻-鳝共生等多

种类型。其中，稻-虾共生是德清县分布较为广泛、

小农接受程度较高的稻田生态种养模式。德清县农

户多在 3月底种植水稻，9月开始在稻田里养殖虾苗，

直至次年 3月收获成熟的青虾，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

稻-虾共生的循环周期。2019年，德清县采用稻田生

态种养模式的稻田面积为 392.67 hm2，其中钟管镇面

积最大（158.67 hm2），其次是新市镇和雷甸镇，面积最

小的是洛舍镇（33.33 hm2）和阜溪街道（33.33 hm2）。

与单一水稻种植模式相比，稻田生态种养模式

下，养殖生物在稻田生态系统中添加了生态位、延长

了食物链，其持续运动、觅食活动等也不同程度地影

响稻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总体呈现出减缓温室效应

的作用[11-12]。有实证研究表明，稻-虾共作等稻田生

态种养模式可显著增加稻田土壤 nirK基因微生物的

丰富度指数，促进稻田生物多样性的提升[13]；在保证

优质食味粳稻产量的前提下，生态种养模式可降低稻

米蛋白质含量，增加稻米的食味值和氧化能力[14]。此

外，德清县农户的实践表明，稻田生态种养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德清县采用稻-虾共生系统的农户大

多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承包大片土地进行耕种，经营

规模普遍较大：户均经营单季稻面积约 133.33 hm2，

平均产量为 36.67~53.33 kg·hm-2；户均养殖青虾约

4.00 hm2，平均产量为3.00~3.33 kg·hm-2。

2.3 鱼-菜共生模式

在土地空间匮乏、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将水产

养殖与水耕栽培有机结合的鱼-菜共生模式成为当

前广受国际关注的生态农业模式，尤其是在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支持下，从曼谷介质床养殖单位的启动到埃

塞俄比亚深水养殖单位的全面开发，鱼-菜共生模式

在研究机构、小农户及商业领域等不同维度上快速发

展[15]。鱼-菜共生模式充分发挥了水生动物（吉富罗非

鱼、非洲鲶鱼、锦鲤、金鱼、虹鳟、鲤鱼等）与水培植物

（绿叶蔬菜、罗勒、番茄、莴苣、甘蓝等）之间的互利共生

关系，通过水培植物将养殖水体中残饵、粪便等产生的

过剩营养物质（氮、磷等）转化为植物能量，从而提高水

体中营养物质的利用率，减少水体中有害物质的产生

和累积，同时可提高水产品及蔬菜总产量，减少养殖废

水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16]。

德清县是我国较早开展鱼-菜共生模式的实践

与应用地区之一，洛舍镇率先建立的鱼-菜共生数字

化工厂已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占地面积为 1 hm2，其中

水产品养殖面积为 0.4 hm2。在产量上，单个鱼-菜共

生数字化工厂每年可产出 1万 kg的水产品和 40万 kg
的蔬菜，蔬菜品种主要有黄瓜、小番茄等；在生产成本

上，相比传统的鱼类养殖，鱼-菜共生模式通过精准

化的水肥和鱼药投入控制，每年可减少约 95% 的水

资源消耗。

图4 2018—2019年德清县不同季节的蚕种饲养平均规模

Figure 4 Average scale of silkworm breeding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Deqing County from 2018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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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8—2019年德清县主要牲畜的年末存栏数量

Figure 5 Year-end inventory of major livestock in Deqing County
from 2018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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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在国家利好政策和新兴市场的双重驱

动下，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

技术示范、科普教育、度假旅游于一体的特殊农业形

态——休闲农业繁荣发展[17]。浙江省是我国休闲农

业开发较早、发展较成熟且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地区

之一，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经过 40余年的市场推

动和产业培育，浙江休闲农业呈现多模式、多主体、多

功能的发展态势[18]。尤其是 2005年 8月，习近平同志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开启了浙

江休闲农业发展的新机遇[19]。德清县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莫干山、下渚湖等自然景观，云岫寺、宋代石桥、

良渚文化和防风文化遗存等人文景观。同时，德清县

地处杭州1.5小时交通圈内，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

因此，德清县积极探索农旅结合的休闲农业发展

模式，并呈现出突出特点。

（1）德清县始终坚持低碳、环保、原生态的休闲农

业发展理念，典型代表是在全国范围内首创的由外国

人经营的“洋家乐”民宿。2009年至今，德清县已发

展各类民宿 800余家，并形成了标准、优品和精品民

宿3个等级。

（2）德清县休闲农业发展以渔业为基础，以渔业

活动、渔业生物资源和渔业文化为重要内容，职业化

的从业人员达 130余人。在区域上，德清县中东部有

较丰富的湖泊、池塘和渔业生物资源，主要的休闲活

动为田园风光、垂钓、渔家乐等；西部区域则以池塘水

库为主，休闲活动主要是库区渔业、特色餐饮、垂钓休

闲、“洋家乐”等[20]。

（3）德清县休闲农业发展以“研学教育”为特色，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

利用系统”核心保护区域的小山漾珍珠生态养殖基地

是其典型代表。截至 2021 年底，占地面积接近 50
hm2的小山漾珍珠生态养殖基地已接待各类研学团

体约5万人次，开发并形成了以珍珠及蚌类文化展示、

蚌类生态立体养殖展示和开蚌活动体验等为代表的

研学课程，以“沉浸式”的体验向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推

广和宣传我国淡水珍珠的文化与内涵，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益。当前，德清县已规范确立了下渚湖湿地公园

研学基地等 17个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田园

博览园研学营地等4个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4）德清县在休闲农业发展中注重政策引导和制

度建设。德清县制定了国内首个民宿地方标准，出台

了全国首部地方民宿管理办法，开办了首家民宿学

院，参与起草民宿国家标准，成为全国首批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21]。同时，德清县通过积极建立类型多

样的休闲农业景观与设施，初步构建涉及金融、人力

资源、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小农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等多类型经营主体参与休

闲农业发展。

3 德清生态农业发展的不足与建议

经过 40多年的探索，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呈现

出实践较早、模式多元、水网平原特性显著等基本特

征。然而，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

问题与挑战：

（1）德清县生态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对传统农业

智慧的挖掘和传承有待提升。稻田生态种养模式、

鱼-菜共生模式和休闲农业等在德清县蓬勃发展的

生态农业模式大多源自国内或国外其他地区的已有

成功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地进行了适应性调

整，但仍然缺乏对发源自德清本地的传统农业知识的

体现和传承（如附壳珍珠养殖技术等）。同时，“蚌-
鱼-粮-桑-畜”复合系统尽管在应用实践中考虑了对

“珍珠文化”和“鱼桑文化”的挖掘，但传承与利用的深

度和广度还不够，尤其体现在从事生态农业实践的农

户对这些传统技术及其文化内涵缺乏必要了解，不利

于这些珍贵的农业技术与文化的传承。

（2）小农户在生态农业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不高。

2017—2019年间，德清县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

数占全社会从业人数的 10.94%[8]。其中，德清县专业

从事淡水渔业养殖的农户为 2 522户，总人数占第一

产业从业人数的 45.04%。然而，这些渔业养殖农户

的经营规模、产量和管理模式大多已脱离“小农户”的

范畴，户均经营水域面积为 0.79 hm2，户均渔业产量

为 9 200 kg，主要通过承包多个水域形成 5名劳动力

以上的家庭农场管理模式。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等

利益相关方在生态农业实践中对传统农业文化的挖

掘力度不够，同时未能针对性地解决经营规模普遍较

小的小农户在参与生态农业实践中存在的资金和技

术障碍。因此，在德清县生态农业的未来发展中，应重

视对已有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从传统文化、现代技

术和制度支持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改善现存的问题：

（1）在传统农业文化方面，德清县拥有“良渚文

化”“防风文化”“鱼桑文化”和“珍珠文化”等多种传统

农业文化，这些农业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在历史的

—— 882



2022年9月

http://www.aed.org.cn

杨伦，等：德清生态农业实践的典型模式与发展建议

演进中被证明是充分适应德清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技

术经验。因此，建议以“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

与利用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契机，建

立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和管理机构，建设以支撑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科研基地，开展以传统农业

技术、传统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物种资源保护为核心

的专题性研究工作，充分挖掘具有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的传统农业文化，并将其应用到生态农业实践中，实

现对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

（2）在现代技术方面，生态农业是一种技术依赖

度较高的农业模式[22]，农业物质资源的精准化投入技

术、复合种植技术和物种共生技术等前沿生态农业技

术在德清县均已得到实践。同时，德清县持续推进数

字农业建设，入选了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和全国县

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总分第一），已建成 10
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数字应用示范园、4 000
个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点。因此，建议在持续引进国

内外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开展针对小农

户的系统性调研，以从小农户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

模式开展生态农业技术的实践推广，更有针对性地解

决小农户面临的实际问题。

（3）在制度支持方面，稻田生态种养、鱼-菜共生

等生态农业模式，需要在发展初期投入较高的物质和

资金成本来建设基本的生态农业设施。但小农户作

为农业经济活动中最小的行为决策单元[23]，自身能够

获取的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和文化资源均极其有

限，难以实现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和资金的充分

积累。因此，建议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充分吸纳企

业资本、非政府组织资本等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农业实

践，多渠道提升小农户参与生态农业实践的积极性。

同时，在制度上通过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开展生

态农业技术培训班、建立生态农业设施的社会化服务

体系等解决小农户参与生态农业实践的实际困难。

4 结论

（1）德清县是杭嘉湖地区粮、桑、鱼的主要生产基

地之一，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德清淡水珍

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为代表的传统生态农业实

践，以及以“鱼桑文化”和“珍珠文化”等为代表的历史

遗存，为德清县的生态农业实践积累了丰富多样的农

业智慧与技术体系。

（2）20世纪 80年代开始，德清县在全国率先开展

了以生态农业的技术开发和模式总结为主的现代生

态农业实践探索。经过 40多年的发展，“蚌-鱼-粮-
桑-畜”复合系统、稻田生态种养模式、鱼-菜共生模式

和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等生态农业模式在德清县得到

了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这些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充分

适应了德清县以水网平原为特色的自然环境和经济

发达的社会环境，也为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家

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带来了稳定且可观的经济收益。

（3）当前，在德清县生态农业实践中仍然存在着

对传统农业智慧的挖掘和传承力度不够、小农户参与

程度不高等问题，建议在重视并总结已有成功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现代技术和制度支持三个

方面进行针对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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