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再到生态农业,是中

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产业变迁, 也是建设美丽

乡村、实现中国梦的具体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目标的提出，为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实现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生态农业与美丽乡

村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吉林省在这方面作了

很多努力，从 2006 年开始就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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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同时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注重生态农业的

谋划，为建设美丽乡村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 吉林省生态资源与生态农业建设
1.1 吉林省生态资源基本状况

吉林省位于东北地区主要江河的上、中游地

带。是国家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拥有富饶的

生态资源、生态环境以及资源禀赋较好。处于吉林

省东部的长白山区自然及生态资源十分丰富，是

中国著名的冷资源宝库。长白山不仅是世界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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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产地之一，还是全国闻名的黑木耳、林下人

参、林蛙油等产品的重要产地。吉林中部松辽平原

是世界主要黄金玉米带之一，西部科尔沁草原是

中国著名的畜牧业之乡，草原质量好，发展草产业

和畜牧业优势比较明显。省内流域面积在 20 km2

以上的大小河流有 1 648 条。水能资源 98%分布

在东部山区，有白山、红石、云峰、丰满等较大的水

电站。全省共建成大型水库 13 座、中型水库 85

座、小型水库 1 300 多座、塘坝 5 500 多座，总库

容 298 亿 m3。
吉林省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储量大，是国家

林业资源重要省份之一。2008 年，吉林省拥有林

业 用 地 面 积 达 928.8 万 hm2， 森 林 覆 盖 率 为

43.4%；全省活立木总蓄积 8.9 亿 m3。2008 年全省

林业总产值达到 538 亿元，林业产值比前一年增

长了 76.9%。吉林省从东到西呈现东高西低的特

点，东西走向自然形成长白山地原始森林地带、低
山丘陵次生植被地带、松辽平原地带以及草原湿

地 4 个重要生态区。生态环境呈现出系统性和多

样性并同时具有可恢复性特点，保护比较完整。吉

林省东部是中国生物物种基因宝库和林业产业基

地，地位重要，水资源和矿泉水资源具有先天优

势；吉林东部和中部天然次生林面积和人工林面

积都很大，总体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水资源和矿产

资源相当丰富；吉林中部地区地势平缓，多属于肥

沃的黑土地，农田防护林工程早在上个世纪六七

十年代就开始了，体系健全，结构优化，环境承载

能力大为改善；吉林省西部草原面积十分辽阔，湿

地面积也比较大，地下水和过境水资源很丰富。
吉林省境内拥有 29 个国家及省级自然保护

区，占总面积的 10.3%；此外，作为中国八大牧区

之一草地资源丰富。全省草地面积 584.2 万 hm2，

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437.9 万 hm2，主要分在东

部山区丘陵和西部草原。东部草地零散、产草量

高；西部草场辽阔，集中连片，草质好，尤以盛产羊

草驰名中外，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地。
1.2 吉林省生态农业建设成效

吉林省生态农业建设开始于 90 年代初期。经

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全省的生态农业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了国家级生

态农业试点县 5 个，生态试点村 100 个。国家第一

批生态农业示范县扶余、德惠和吉林市已经通过

国家验收。第二批大安、九台生态示范县的生态农

业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全省生态农业建设覆盖面

积超过 133.33 万 hm2，试点区粮食总产较以前增

长 16%，单位面积产量增长 10%以上，人均收入

也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通过“十年绿化吉林大

地”、封山育林、三北防护林建设和将 25 度以上坡

耕地还林还草等措施，全省综合森林覆盖率由

38%提高到 42%以上，比 80 年代初期的 35.9%提

高了 6.3 个百分点。人工种草和改良退化草原面

积达 45.9 万 hm2，草原“三化”加重的趋势有所减

缓。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快，主要江河干流污染物化

学耗氧量平均值与 90 年代初持平，农业生态环境

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控制。到 2006 年末，全省认

证的绿色农产品达 1 766 个(其中有机 175 个、绿

色 442 个、无公害 1 149 个)，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2%以上的目标。全省陆

续打造了“泉阳泉”矿泉水、“查干湖”分割鱼、“皓

月”牛肉等一批知名品牌，得到国内外市场的认

可。
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建设对改善吉林省农村

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生态系统结构、防止水土流失

和提高地力、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产

品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

2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村庄状态
自从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省级新农

村建设试点村镇率先谋划发展，制定了建设规划，

明确了建设任务和建设重点，加快了村庄卫生基

础设施改造与建设步伐。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参

与意识、参与能力与参与热情不断加强。
生产发展方面：试点村明显好于其他非试点

的村庄。在全国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直补政策出台

后，吉林省农民负担减轻 82.3%。新农村建设启动

后，建设村部 879 个，牧业小区 598 个；一村一品

专业村 869 个、专业屯 2260 个；新上农业项目

1686 个，新上工业项目 779 个，新上商贸项目

295 个，新上旅游产业项目 117 个，新建工业集中

区 78 个。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截止到

2007 年底，全省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已发展到

4510 个，加入农户 65 万户，带动农户 126 万户，

分别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16.8%和 32.7%。2006 年

到 2008 年吉林省 农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了 1292

元，年均增长率为 16.4%。
生活条件方面：几年来，全省各地组织新农村

试点村镇以项目带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共上各类

项目 1288 个，修建乡村道路、铺装巷道 10 409

km。到 2007 年底，全省农村道路硬化路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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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农村安全饮水人口比重达到 85%，农村低保

比例达到 100%。享受“两免一补”的农村学生达

到 43.7 万人。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 1162.5 万人，占农

村人口的 83%。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270.7 万户，占

农户总数的 70.9%。固定电话等设施在试点村镇

基本普及。
乡风文明方面：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工作，进一

步完善了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

村文化活动室建设。近几年来，新建设学校 458

所，卫生所 983 个；农民夜校 550 个；乡镇文化站

和村图书室 1 312 个；体育健身广场 498 个，安装

体育健身器材 2 720 套；建设超市、幼儿园、网吧、
洗浴点、老人托养所 1 910 个。实施大病救助的人

数已达 2 万人，救助资金 2 874 万元。
村容整洁方面：在新农村建设项目带动下，共

解决安全饮水 909 个村；建设秸秆气化站 20 个；

新建沼气池 22 086 个；新建砖瓦房 2.95 万户、改

造旧砖瓦房 4.5 万户；新修围墙 263.71 万延长

米；建排水沟 373.87 万延长米；建公共厕所 2 907

个，农户卫生厕所 8.4 万个；改造厨房 4.13 万个；新

建垃圾站、填埋点 3 299 个；栽绿化、美化树 1 447.1

万棵。2008 年，吉林省加大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从村容整洁和改变农村面貌入手，扩大了新农村

建设的试点范围，将通化县作为吉林省新农村整

体推进试点县。在两年的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中，

通化县全县共投入资金 23 594 万元。动员和引领

全县所有机关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机关一般工

作人员、企业家及在外地创业成功的家乡领军能

人回乡帮扶新农村建设，捐助筹集款物共 2 492

万元。研究决定把所有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并科学

合理使用，发挥资金效益，提升县、乡两级配套能

力，协调解决了 7 318 万元的建设资金，协调村级

投 入 资 金 6 674 万 元 和 农 民 自 筹 资 金 7 110 万

元，使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得到了有效保障。
管理民主方面：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

体，农民的参与程度和建设热情的高低，直接关系

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意

愿，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

非常关心。有 76%的农民对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

村比较了解，有 90%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与

自身利益相关的一件大事，非常重要。有近六成农

民对本村居住环境感到不满意。最不满意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规划不合理，出行困难和环境脏乱差

上，特别是村庄内部道路。绝大部分农民都支持并

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大多数农民不仅关心，而且

改变生产生活环境的愿望比较迫切，建设家园的

积极性也比较高。

3 吉林省生态农业发展建议
吉林省的生态环境与地理分布具有明显不同

的区域性特点，西部地区牧草资源禀赋好，最适宜

发展以畜牧业小区为主的农牧兼业型农村社区；

东部地区森林资源禀赋好，最适合发展林下人参

等特色农业；中部地区土质资源禀赋好，最适合发

展以效益农业和循环农业为主的农村社区。这是

根据吉林省的资源分布特点作出的农村生态发展

的总体建议。
根据吉林省生态条件的结构特点，西部地区

适合发展节水农业和草地秸秆畜牧业。吉林省西

部地区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盐化、碱化、沙

化、干旱和草原衰退十分明显, 因此，建议吉林西

部地区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指导下，制

定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 保护性恢复草地植

被,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治理盐碱地并合理开发当

地生态农业资源，这是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当

务之急。
为了缓解这一状况，2008 年，吉林省落实草

原承包面积 133 万 hm2，占可利用面积的 35.7%。
恢复治理“三化”草原面积 3.62 万 hm2，因地制宜

新增种草面积 6.5 万 hm2，完成改良草原面积 4.3

万 hm2，落实保护性草原围栏面积 3.5 万 hm2，发

展牧草种子基地 0.032 万 hm2。地方政府政策性规

定草原禁牧面积 52 万 hm2、季节性休牧面积达到

了 84.7 万 hm2。西部地区保护和恢复了 43%的“三

化”草地，植被平均覆盖率提高到了 76.1%。牧草总

产量提高到了 152.97 万 t。农村社区落实专用饲料

种植面积 33.08 万 hm2。牧业小区联合种粮大户收

集秸秆饲料总产量提高到了 2 092.49 万 t。新建青

贮窖 7 553 个，新增容积 37 万 m3，累计保留青贮

窖 33.2 万个，累计保留容积 781.3 万 m3。粗饲料

开发成效显著，秸秆等粗饲料加工企业发展到

100 家、规模养殖场(小区)发展到 2 700 个、规模

养殖户发展到 1.1 万个。每年用作饲料的玉米秸

秆达到 697.5 万 t，占秸秆总产量的 31.4%。秸秆

变饲料，大大缓解了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和粉尘

侵害。
吉林省中部平原地区，黑土地面积大，土质肥

沃，适合发展科技型的优质高效农业。 这一地区

是吉林省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地区, 发展科技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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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业、以农养畜型畜牧业是本区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的主要方向。结合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生产

发展和村容整洁目标，吉林省德惠市紧密依靠当

地饲料、秸秆和饲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畜

牧业。立足于资源优势，依托龙头企业，实施产、
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战略，促进县域经济

和农产品产业化的发展，并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形成了“鸡、牛、猪”过腹还田的良性循环，农、牧、
加结合型生态农业模式。吉林省扶余县每年利用

秸秆养牛达 15 万头，羊 20 万只，仅黄牛每年就消

耗秸秆 45 万 t，占全县秸秆总量的 28%；利用

0.633 万 hm2 水面发展养鱼 110 万尾，全县 30%

以上的鸡粪用于养鱼、喂猪，延长了食物链，提高了

资源的利用率。吉林市果树场用生产玉米酒精的废

弃物进行副产品加工利用，每年除了生产 3 000 t

的玉米酒精外，还获得玉米脐油 2.49 万 kg，玉米

脐饼 40.48 万 kg，干酒糟 396 万 kg，回收二氧化

碳 150 万 kg，日产沼气 3 000 m3。沼液经过三级

氧化后用于浇灌果树，年增产水果 21 万 kg，增加

利润 100 多万元。同时一些中部地区农村积极发

展生物质能源作物—甜高粱。甜高粱是粒用高粱

的一个变种，是优良的饲料，也是生产酒精的优质

原料。与其他能够生产酒精的能源作物相比，甜高

粱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据测算，农户种植甜高粱

每公顷可比玉米多收入 2 250～3 000 元，用甜高

粱茎秆为原料制取燃料乙醇比用玉米生产燃料乙

醇可降低成本 500 元左右，效益显著。吉林省每年

产出玉米秸秆约 3 000 万 t，其基本用途一是作饲

料，一是作燃料，二是还田。玉米秸秆要一半用于

饲料就相当于几百万公顷草原的产草量; 一半用

于作燃料能解决几百万户的燃料问题。如果利用

粪便、秸秆等废弃物发展沼气不仅可以改善农村

卫生环境而且可以促进高效农业、有机农业的发

展。
国内外经验表明，生态优势是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的有效保证，能够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农

业科技推广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了农业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目前吉林省农业科技贡献率已经达到 50%左右，

比 2002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 个百分

点。玉米、水稻、大豆等核心粮食作物的良种普及

率达到 100%，畜禽类良种普及率达到 95%以上。
西部地区玉米等产业增产增收技术得到推广，连

续 3 年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玉米螟、农区统一灭

鼠和测土配方施肥 3 项重大增产增收技术，落实

到农户的补贴资金 7 500 万元，推广面积达到 1

亿亩，增加了全省的粮食产量。在生产发展的新农

村建设思路指导下，重点推广玉米大双覆、旱作农

业和节水灌溉等 40 项组装配套技术。建设良种、
科技、机械、栽培、管理等农业示范区、示范场、示

范园 2787 个，示范效果明显，深受农户及社区的

欢迎。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使全省玉米、水稻等

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达到 47%，农业机械综

合作业率达到 42%以上。从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循环农业的生态效益十

分明显，是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方

向，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目

标的有效途径。
吉林省东部山区特产资源丰富，最适合发展

生态农业。东部山区野生经济动植物资源的条件

好，这是发展生态型立体农业的基础。据统计，长

白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野生动植物实物产品市

场中，中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占 80%左右。这就

为搞好野生经济动植物驯养与栽培研究奠定了资

源基础，同时也为野生经济动植物驯养与栽培基

地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从发展思路看，一方面保

障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生物资源的资金投入，另

一方面需要保障生物资源研究的项目与科技投

入, 更要研究各种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途径和

方法。
中国是药用人参的发祥地，人参产量占世界

产量的 80%。吉林省是全世界著名的人参主产

区，主要集中在东部长白山区的长白、抚松、靖宇、
集安、汪清、安图、敦化、珲春等 8 个县市。2004

年，全省人参种植面积达到 4 200 万 m2，西洋参

栽培面积达到 800 万 m2，林下参种植面积达 1.6

万 hm2。当年鲜参总产量 1.5 万 t，约占全国的

89%，占世界的 71%，实现产值 6.5 亿元；产出西

洋参干品约 1 000 t，产值约 1.5 亿元，占全国的

80%。人参和西洋参的总面积达到 5 000 万 m2，成

了国内外远近闻名的人参之乡。 根据不完全统

计，人参的国际市场整体规模在 6 000～6 500 t。
其中西洋参与人参平分秋色，人参中国市场占有

约 80%～90%。但放在世界范围来比较，人参制成

品的高端市场基本上被日本、韩国和欧洲占有，我

国的人参出口基本以生药原料为主，近年人参皂

甙等提取物原料出口有较大发展，以人参为代表

的特色产业正在形成，五味子、林蛙油、木耳等产

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农民从特

色产业中得到了利益。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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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7 页) 防治区幸福村 10 穗玉米子粒平均

重 2 482.33 g，宋家围子村 10 穗玉米子粒平均

重 2 505.33 g。平均挽回产量损失率为 11.90%。

对表 3 的各个处理样本重量进行方差分析，

按 v1=2，v2=6，F0.05=5.14，现实得 F=8.05>F0.05，故

P<0.05，说明 3 个地点玉米产量存在显著差异。按

v=6 对各处理用新复极差测验进行多重比较，幸

福村和宋家围子村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幸福

村、宋家围子村都和对照区太平山村存在显著差

异，差异达到 α=0.05 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飞机防治后药液可以落到玉米叶片上，平均

叶片着药率为 75%，药液在叶片上展开渗透到叶

片内部后，对大斑病菌起到控制作用，从而延缓大

斑病病斑的扩展速度，减少大斑病对玉米造成的

产量损失。防治区大斑病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积

比对照区减小，防治区玉米产量高于对照区，平均

挽回产量损失率为 11.90%，证明飞防有效果。棒

三叶是光合作用产物输送到穗部的主要供应者，

对灌浆结实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叶片着落药剂情

况和病斑扩展面积都以棒三叶为调查研究对象。
本次飞防后也进行了成本核算，每 666.7 m2，飞防

大斑病租赁飞机费用 9.96 元，咪酰胺乳油 5 元，

直接成本 14.96 元。平均挽回产量按 5%计算，每

666.7 m2 可挽回产量 40kg，折合人民币 80 元，经

济效益十分显著。在病害大发生的年份，尝试采用

飞防的技术措施控制大面积大斑病防治工作，很

有生产应用价值，对未来生产中病害的防治有较

好的借鉴作用。
稻田飞机低容量喷雾、飞机防蝗和玉米螟的试

验也证实了飞防的效果[2-4]。梨树县是春玉米区，从

拔节到出穗期间，气温适宜玉米大斑病发生，如遇

连续阴雨天，病害发展迅速，易大流行。采用飞机

防治病虫害，防治效果显著，防治速度快，是农业

现代化的体现。同时玉米后期植株高大，进地困

难，有水的洼地人也不能进入，采用飞防不受植株

高度、地面地形及水域的限制，而且适应专业化统

防统治的发展方向，因此应用高新技术的飞防前

景会越来越广泛，从而成为高效快速的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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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玉米产量调查

地点 样本重量(g) 平均值(g)

幸福村 2358 2496 2593 2482.33 a

宋家围子村 2584 2505 2427 2505.33 a

太平山村 2162 2316 2208 2228.67 b

注：最后一列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显著差异(p<0.05)。

特色产业的带动下逐步实现。
充分保护和利用吉林省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

势，推动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吉林省客观实际的选

择。只有保护好已有的来之不易的生态资源环境，

才能使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的小环境得到有效的

治理；这是十分可行的方法。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

设的不同发展模式中的生态村建设已经得到了政

府的认可和村民的效仿。吉林省东部地区已经积

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实现了生态优势向市场优

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转化。合理利用生态资

源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中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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