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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平衡可持续发展。

基层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农业生产依赖于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是人类运用智

慧利用自然的一种方式，想要农业健康发展，就必须推

进基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建

立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全覆盖。针对当前基层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环境污

染的一些规模化、商品化问题，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1、健全农业生态产业化体系

推广农业产业绿色发展。一是优化产业结构。要优

化农业区域布局，因地制宜调整现代农业结构。尤其要

禁止各种工业废水或城市污水流入农田，提高农业生产

标准化水质的管理。水质管理得到保障后，再将现代农

业技术结合传统农业经验，科学合理地开展农业生产，

推进农业生态产业系统逐步恢复。比如，“稻鱼共生”

产业模式。将传统水稻种植与淡水鱼类养殖结合起来，

形成具有明显生态循环特征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产生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再比如，资源化利用粪便、

污水、垃圾、秸秆等生产、生活废弃物，让有机肥替代

化肥，通过绿色清洁能源方式，实现产业发展，生态良

性循环的创新。二是建设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目前，虽

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打地基，但是，满足现状

只 会 让 已 经 颇 有 成 效 的 种 养 循 环 模 式 得 不 到 巩 固 和 发

展。要试图构建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合作的畜禽养殖

废弃物收集、处理、施用的网络，形成长效机制。增加

对种植业、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情况监督检查，随时掌握

一手资料，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科学高效发展，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

2、加快转变农民固有生态意识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素质高低密切相关。我国作为

农业大国，想要推进基层农业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

向农民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和习

惯。打破传统农业生产意识，摒弃人优于自然的传统观

念。教大家反思应如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大力宣传倡导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积极转变农民的生态价值观念，尊重土地价值，

建 立 生 态 道 德 ， 将 生 态 道 德 、 生 产 行 为 方 式 延 伸 至 土

地。不要等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脆弱无

力，悔恨当初没有善待自然。其次，做好相应的制度引

导。生态意识的灌输不是朝夕间就可以见效的，要以乡

村振兴为重要契机，持续推动健全基层地区绿色生态农

业经济产业体系，满足农民的经济诉求，让他们感受到

建设地方特色绿色生态农业不仅可以保护大家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而且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最后，以生产优

质生态产品为目的，督促农民科学合理使用有机肥料，

提高利用率，从而满足人民对高质量生态产品的需求。

3、持续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调 研 结 果 显 示 ， 要 持 续 加 强 产 业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生的福祉，在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的过程中，一是大力培养专项治理人才。积极引

进治理专业人才是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必备条

件 ， 要 以 良 好 的 福 利 待 遇 吸 引 相 关 人 才 ， 开 展 专 项 培

训，培养乡土人才，提升本土农民参与产业生态治理的

积极性。二是实施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继续实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拟在个别村落进行示范

点建设，同时加大项目谋划，加快推进流江河水全流域

环境综合治理等建设项目。三是持续推进企业环保秘书

制度。持续优化环保干部“一对一”企业联系制度，选

派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骨干作为企业环保秘书，

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问题需长期性研究，

从全局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人类生活模式的转变直接

或间接引发多重污染，生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只是多

重污染中的一部分。对此，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提高生态意识，面对农业生产

的种种问题，要找出根源，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要

以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生态

发展的道路，有效解决基层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问题，实

现乡村的全面振兴，造福更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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