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4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175

城 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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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山区农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举措之一。保证
农业发展具有绿色、生态化的特征，可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竞争
力，增加销售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为充分发挥当地特色，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岳西县政府大力开展了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
展建设工作，并在建设期间，不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取
得了良好的建设成果。

一、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现状
（一）“三不三负一全”有效落实
本县本着“三不三负一全”的原则，达到了耕地数量不减

少、耕地质量不下降、地下水不超采、农药、化肥、兽用抗生素
使用负增长，促进农业水平全面提升的目的。

（二）质量兴农战略有效推进
近两年，本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抽查合格率不低

于 97%，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全县注册的 1649 家
农业经营主体，已有 1341 家实现追溯管理，占比达到 81.3%。
在近年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中，总体抽查合格率均为
100%。区域内没有发生过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荣获安徽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本县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比例达到 10%以上。

（三）绿色美丽乡村良好打造
自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本县全面完成了

全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地块划定任务，全
县划定“两区”面积 19.5 万亩，做到了“两区”地块全部建档立
卡、上图入库。通过对污染的防控，本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41.20%，危险废物安全处置
率达 100%。

二、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中，还存在部分问题需要解决，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存在瓶颈。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主要体现在
对废弃物的应用水平低，以及消耗量大、产能小方面。技术未创
新。目前，尚无新技术被应到农业建设中，绿色发展创新能力不
足。责任待落实。政府虽为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
且取得了成效，但农民仍缺乏绿色农业建设意识，责任感缺乏。
措施待落地。部分农业绿色发展措施，并未有效落实，考核指标
缺乏，评价体系未明确，少数措施仍体现在文件中，而未体现在
实践中。保障待加强。当前的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过程，缺
乏相应保障。建设资金缺乏、责任制未有效落实，以及绿色建设
氛围差的问题，仍显著存在。

（二）发展的策略
山区需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各类问题，促进农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目标达成：突破瓶颈。山区需认识到自身在绿色农业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瓶颈，以降低消耗量，提高发展效率，增加产能等
为原则，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应用技术。区域政府需积
极引进先进技术，在借鉴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的尝试
利用新技术解决问题。强调责任。政府需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
开展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使农户认识到发展绿色农业的
重要性，保证能够积极与政府配合，完成农业建设工作。落实措
施。针对政府所下发的文件，有关部门需要详细分析文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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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山区农业发展质量，本文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现状以及对策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发展现状，当前山区农业建设取得的成效。其

次，剖析了绿色农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具体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最后，通过生态有机茶叶产业建设试验的方式，证实了各项措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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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取其中重要的举措，详细、踏实的予以落实，为绿色农业
发展提供保证。应用保障措施。国家需要加大对山区绿色农业发
展的资金投入，保证当地能够利用资金，加强技术研究。同时，
需积极落实责任制度，营造健康、积极地绿色农业发展氛围，促
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的效果
为评估各项对策的应用效果，本县开展了生态有机茶叶产业

技术应用试验。本县为中国名茶之乡，茶叶生产量大，自然环境
适合进行茶园建设，但在生产过程中，过量和不合理施用化肥和
农药的问题，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且会对茶叶质量产生不良影
响。

考虑到上述问题，本试验拟根据岳西茶园环境条件，做出
了以下改革：通过优化茶园土壤培肥、有机肥替代等技术，完善
茶园病虫预测预报和性信息素、窄波杀虫灯、挥发物诱杀等化学
农药替代技术，构建岳西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生态栽培技术模式
及相应技术规程。根据茶园面积大小，合理设置主干道、支道和
步道，便于机械和人工作业，道路所占面积不超过茶园总面积
的 5%。控制茶树高度在 60 ～ 70cm，树幅在 70 ～ 80cm。每年进
行 1 ～ 2 次轻修剪，时间在春茶后 5 月上中旬、秋末 10 月下旬
至 11 月中旬进行，用篱剪剪去树冠面 3 ～ 5cm的枝叶，把冠面突
出枝梢剪除，平整冠面，控制树高，便于采摘。推广机械化耕作
技术，做到一年三耕，春季和夏季浅耕深度 5 ～ 10cm，秋季深耕
20 ～ 25cm。推广茶园秋冬季种植绿肥，推荐种植三叶草和鼠茅
草，每亩茶园播种 1.0kg左右，在 10 月份左右进行播种。开展茶
园养分管理，应用平衡施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加
工清洁化技改升级技术。通过对发展效果的观察，应用各项举措
后，本茶园产量可明显提升，经济收益也将有所增加。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县对山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经验，相

对较为成功，可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
农业产品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未来，各区域可在充分发
挥区域特色的基础上，积极突破评价，加强技术创新，严格落实
责任制，保证发展措施能够落地，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山区农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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