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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绿色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文雯本报记者文雯

基 质 培 、
水 培 、雾 培 等
现代农业栽培
技 术 的 运 用 ，
将有效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邓佳摄

“减污”
筑牢绿色农业发展之基

民革中央：

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环境保护

“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作 为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的 重 点 任 务 ，只
有 创 新 投 入 方 式 ，建 立 起 管 护 长 效 机 制
才 能 持 续 推 进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河 南 省
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裴 春 亮 建 议 ，全 面 推 行 乡 村 环 境 治 理 物
业化管理模式，在环境卫生治理、废弃物
处理、垃圾分类、构建和谐乡村等方面起
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将 绿 色 从 农 业 中 延 伸 出 去 ，将 保 护
覆盖到乡村环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充
分挖掘绿色农业潜力，带动乡村振兴。

今 年 ，民 革 中 央 提 出 了 关 于 改 善 农
村人居环境的提案，建议：一是务实编制
村庄规划，推进示范镇村建设；二是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管护机制；三是
强化政策支持措施，完善督导评估办法。

“ 生 态 为 民 有 成 效 。”潘 碧 灵 告 诉 记
者 ，湖 南 省 通 过 扶 持 乳 业、楠 竹、特 色 林
果 业 等 主 导 产 业 ，让 贫 困 户 成 为 生 态 产
业 的 生 产 者、经 营 者 ，出 台《社 区 共 建 共
管 实 施 意 见》和《社 区 协 调 发 展 管 理 办

法》、签订《生态保护合作协议》，打造南
山片区特色小镇，实行与社区共建共管。

“ 以 生 态 价 值 核 算 为 切 入 点 完 善 乡
村 生 态 建 设 补 偿 机 制 。”胡 钰 认 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具 有 很 强 的 正 外 部 性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绿 色 发 展 ，需 要 政 府 发 挥 好 积 极
引导作用。一方面要抓紧建立农业农村
减 排 固 碳 监 测 评 价 体 系 ，总 结 农 业 生 态
价 值 核 算 试 点 经 验 ，开 展 农 业 农 村 生 态
价 值 核 算 与 评 估 ，探 索 建 立 绿 色 农 产 品
低 碳 生 产 示 范 区 、农 村 低 碳 零 碳 先 行 示
范 区 。 另 一 方 面 ，要 以 生 态 价 值 核 算 为
基 础 ，加 大 中 央 对 地 方 的 纵 向 生 态 补 偿
力度，完善地区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并逐步推进农业农村碳汇市场交易。

农工党中央日前向全国政协
十三届五次会议递交提案，建议
应一体化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东北
农业现代化，通过土地利用的高度
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智能化，
科学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提案提出，东北地区耕地面
积约 6.21 亿亩，其中典型黑土耕
地面积约 2.96 亿亩，是我国重要
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粮食产
量占比超过 1/4，商品量占比 1/
4，调 出 量 占 比 1/3。 黑 土 地 是

“耕地中的大熊猫”，是我国重要
战略资源，也是东北振兴得天独
厚的基础优势。

目前，东北黑土地保护尚未
在国家层面立法，还存在刚性约
束机制有待形成、资金投入及统
筹力度不足、集约化程度较低、政
策合力有待加强等问题。

提案建议，一是建立最严格
的黑土地保护机制。加快推进黑

土地保护立法，参照国家生态保
护区机制，在高品质农业特区设
立黑土资源保护区。全面推广保
护性耕作模式，避免过度使用农
药化肥，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支
持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加
大黑土非法交易打击力度，从源
头上斩断利益链条。加强基层执
法力量，将自然资源执法纳入综
合执法体系，形成与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相适应的严格执法监
管体系。

二是完善黑土地保护经费支
持政策。统筹建立稳定的黑土地
保护资金投入机制。完善粮食生
产利益补偿机制，在坚持中央财
政纵向补偿基础上，加大财政转
移支付力度，建立产销区横向利
益补偿机制，以粮食调出量和调
入量为基准核算补偿标准，不让
承担耕地保护地区“吃亏”。完善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和生态保育补
贴政策，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和
加大补贴力度，实现补损平衡。

结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目
标，建立土壤碳汇市场化交易机
制，让黑土地资源转变为经济资
源，实现农民增收、固碳减排、黑
土有机质含量提升多赢。

三是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智能化发展。鼓励集约化经营，
鼓励种植大户、农业生产合作社、
规模化农场发展，积极推广新型
农业合作化，提高黑土地利用与
保护的规模化水平。大力推进农
业机械化、智能化，在规模化前提
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粮
头工尾”为方向，大力发展粮食产
业经济，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确保

“优粮优价”，支持东北地区统一
打造“东北大米”粮食品牌，提高
品牌辨识度。调整相关限制性措
施，鼓励和规范汉麻产业发展，支
持东北地区建设全国重要的汉麻
生产加工基地，实现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赢。

四是增强黑土地保护政策合
力。因地制宜完善保护性耕作发

展政策体系，对涉及黑土地保护
的各类项目资金进行统筹整合，
提高使用效率，切实发挥政策集
聚效应。升级改造高标准农田，
允许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
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将黑土地
保护建设项目标准提高至亩均
3000 元左右。结合农业科技区
域性特点，支持在东北设立国家
黑土研究院，统筹央地科研力量，
加强黑土地保护科技攻关。注重
统筹黑土地保护与盐碱地治理，
改变重水利建设轻土壤改良的传
统路径，探索建立“重大工程+技
术配套”治理模式，实现工程效益
最大化，拓展东北地区粮食增产
空间。

本报记者文雯北京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民革
中央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递交提
案，建议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环境保护，筑
牢长江上游水生态安全屏障。

提案指出，成渝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既是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也是国家向
西向南开放的前沿，还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
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聚集区，更是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的重点开发区。

为缓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流域越来越大的
生态安全压力，提案建议，尽快实施沿江生态整
治，重构长江流域河流生态廊道；多措并举提高长
江沿岸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切实提升配套管网
运维水平。

提案指出，成渝地区要实现多环境要素治理
系统联动，统筹规划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尝试
长江流域监管智能化，降低流域环境风险；早日形
成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的惠益机制。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长江流域省市区
禁止含磷洗涤用品销售其时已至。”全国政协常
委、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潘碧灵建议，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
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守护好一江碧
水”，建议在长江流域 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禁
止含磷洗涤用品销售，有效减少生活源磷排放。

潘碧灵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流域
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经过持续攻坚，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干流水质 2020 年第一次全线年均值达到Ⅱ
类，并连续保持两年。但是，整体上看，目前长江
流域治污压力依然较大，水体总磷污染问题突出。

含磷洗涤废水是生活源总磷的重要来源之

一。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统计，2021 年洗涤
用品销量 1137.67 万吨，其中，洗衣粉销量 309.19
万吨，人均年使用量 2.38 公斤。根据洗衣粉行业
标准，含磷洗衣粉中总五氧化二磷含量≥8%。目
前，长江流域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上仍存
在含磷洗衣粉的流通，尤其是在农村占比较高。

据报道，1 克有效磷可使藻类生长 100 克。《长
江保护法》已明确规定要有效控制总磷排放量，在
氮磷浓度严重超标的湖泊汇水区，禁止使用含磷
洗涤剂。为此，潘碧灵建议，一是立法在长江流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禁止销售含磷 1.1%以上的洗
衣粉。二是加强洗涤行业市场监管。加大市场洗
衣粉产品质量抽查力度，依法依规进行处罚，促使
各行业对含磷洗涤用品不进、不存、不销、不用。
三是加快洗涤行业绿色化、环保化、高质化发展。
四是开展洗涤用品无磷化宣传。

本报记者孙浩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阳
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为今年全国两会准备的
议案中提出, 尽快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形成
机制。

曹仁贤介绍说，截至 2021 年年底，我国可再
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10 亿千瓦，风电、光伏发电
装机均突破 3 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
同时，在规模化应用的过程中，光伏发电、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成本持
续下降，已全面实现无补贴平价上网，成为我国
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

但是，2020 年下半年以来，多晶硅价格一路
上涨，光伏电站的发电成本增加了 20%~25%，由
于上网电价已执行各地燃煤基准价而且偏低，
导致光伏电站投资回报率急剧下滑甚至亏本。

曹 仁 贤 建 议 ，应 尽 快 完 善 光 伏 发 电 上 网 电
价形成机制。

首 先 要 核 定 新 建 光 伏 电 站 保 障 性 收 购 价
格。根据各地区光伏电站度电成本加合理收益
核定新建项目保障性收购价格，每年核算 1 次，
有重大变化适时核算调整。

其次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建立完善绿电交易
市场。“当前绿电交易仍以自愿交易市场为主，
存在交易量小、交易价格低等问题。”曹仁贤建
议，适时建立配额制的强制绿电交易市场。

此外 ，要 尽 快 建 立 光 伏 电 站 储 能 系 统 价 格
机制。曹仁贤建议，对于发电侧配置储能的项
目 ，由 各 省 电 网 公 司 根 据 当 地 电 网 情 况 ，每 年
核定一次储能配置比例，价格主管部门每年核
定一次储能成本价格，并将储能成本纳入光伏
电站保障性收购价格的成本核算中；对于电网
侧 储 能 项 目（或 者 共 享 储 能 项 目）参 照 成 本 加
合理收益的办法核定调峰、调频服务价格和利
用率。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了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厕所革命’等一系列行动，但无
论是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在农村环
境面貌的改善来看，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仍
然滞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板。”全国政协常
委、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潘碧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中央一号文件
发布，第十九次将“三农”列为要点。绿色
农业成为2022年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
一。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们也纷纷围绕绿
色农业建言献策。

潘碧灵表示，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进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等作为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的重点工作，从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开展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
大工程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和安排，“十分重
要，也十分必要”。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胡钰
介绍说，“十四五”时期，完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体
制机制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保护修复乡
村生态系统、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为主攻方向，统
筹农业污染防治和乡村生态建设，完善乡村生态
振兴管理体制，健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扎实推进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共赢。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
今年带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膜残留污染防治，加
快 推 广 全 生 物 降 解 地 膜 的 提 案》参 加 全 国 两 会 。
他建议，设立试验示范和推广专项预算，完善降解
地膜标准，健全降解地膜评估体系。针对尚不适
宜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地域和作物，加强聚乙
烯地膜的管控和回收。

李景虹的提案是很多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心
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现在关键是要推动落实。”潘碧灵强调：“要
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提升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同时，牢固树立‘绿山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完善农村环境
基础设施，治理农村黑臭水体，着力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还要全面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化，切实加大畜禽水产养
殖污染治理力度。”

“乡村生态振兴是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的总抓手。”胡钰认为，发展绿色农业要以种养
结 合 为 重 点 ，构 建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治 长 效 机 制 。

“新时期，我国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逐渐回
归种养结合的永续农业发展理念，用现代农业科
学技术、社会化组织体系构建种养殖主体紧密衔
接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加强县域内统筹管
理，探索跨主体循环模式，进一步提升畜禽粪污、
秸秆综合利用率，促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提高
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品质。”

“增效”
提高绿色农业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
委、江西省科协主席史可指出，“两山”转
化的关键在于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
转 化 ，把 生 态 产 品 内 在 的 生 态 价 值 转 化
为 显 性 的 经 济 价 值 和 社 会 价 值 ，实 现 资
源 变 资 产 ，资 产 变 资 本 ，资 本 变 资 金 ，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潘碧灵认为发展绿色农业，还要大力
发 展 绿 色 农 产 品 ，建 立 健 全 生 态 产 品 价
值实现机制。

“以减排固碳为核心构建农业农村绿
色 发 展 支 持 政 策 体 系 。”胡 钰 认 为 ，绿 色
发展与减排固碳具有高度一致性。“十四
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核心
任 务 ，就 是 在 确 保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和 重 要
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加
快 转 变 农 业 发 展 方 式 ，推 动 乡 村 自 然 资

本 加 快 增 值 ，提 升 农 业 农 村 减 排 固 碳
能力。

胡钰建议，发展绿色农业可以以农旅
融 合 为 重 点 ，构 建 乡 村 生 态 价 值 市 场 化
实现机制。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
生 态 建 设 有 机 结 合 ，探 索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 新 模 式 。 将“绿 水 青 山 ”转 化 为“金
山 银 山 ”，既 要 靠 政 府 ，更 要 靠 市 场 。 一
方面，要强化农业品牌建设，构建绿色优
质 农 产 品 市 场 化 实 现 机 制 。 另 一 方 面 ，
要 深 化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积 极 盘
活 森 林、湿 地、草 原 等 自 然 资 源 ，大 力 推
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特别是要大力推
进农旅融合发展，培育森林草原旅游、河
湖湿地观光、冰雪海上运动等产业，开发
观 光 农 业、游 憩 休 闲、健 康 养 生、生 态 教
育等服务，将美丽风景转变为美丽经济。

“保护”
挖掘绿色农业潜力

农工党中央递交提案

加强黑土地保护 推进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文雯

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

应在长江流域禁止含磷洗涤用品销售

全国人大代表曹仁贤：

尽快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沈开举：

加强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全国两会
正 在 北 京 召
开 ，垃 圾 污 水
处 理 、绿 色 生
态 农 业 、大 气
污染治理等成
为代表委员们
关 心 的 话 题 。
图为全国政协
委员正在积极
建言献策。

王宜摄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北京报道 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中央委员、郑州大学教授沈开举日前提出

《关于加强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提
案》。

河南省位居黄河流域中下游过渡区，是黄河
流域承中启下的战略要冲。河南省黄河干流河道
总长 711 公里，流域面积 3.62 万平方公里，占黄河
流域总面积的 5.1%、占全省总面积 21.6%，涉及三
门峡、洛阳、郑州、焦作、新乡、开封、安阳、濮阳、济
源 9市 38个县（市、区）。

沈开举表示，当前，黄河流域存在着一些问
题：城镇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生活污染突出；河

流生态流量保障形势严峻；水生态修复压力大；涉
重企业及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压力较大等。

沈开举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黄河流域水资
源配置，加快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充分考虑黄
河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最大限度地保障河流生
态流量。

二是在完善黄河水量分配方案时，应充分考
虑河南省黄河沿线对生态用水的需求，进一步统
筹好生活、生产与生态用水。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资金支持力度，谋划实施一批水污染防治工程项
目，进一步改善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