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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孝义
市中西部，涵盖山西孝义经济开发区吕梁高阳农业园区、高新科
技产业园区和高阳镇大垣村、小垣村、善吉村、白壁关村、顺光
村五个村，带动周边 17 个村，辐射孝义市域全境及周边县市。
示范园面积 13.62 平方千米，总人口 4.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26
万人，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 17084 元。

一、生态农业资源环境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
土地保护力度有限是第一个成因。生态农业是一种全方位、

深层次、多方面的高效农业，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关注农业收成
方面，就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成效。例如我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制定合理地措施去消除水土流失现象。过分
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是第二个成因，农业资源在带来利益的同
时，也带来了土地资源的破坏，土地养分的大量流失，使得作物
产量减少，特别是农药与花费的过度使用，使得土壤的营养成分
明显下降，土地湿度减弱，从而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地管理制
度的不完善是第三个成因。国家对于土地资源的分配、管理、保
护等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

（二）农业资源环境问题概述
传统农业对土地的过度使用使得土壤肥力极度衰减，特别

是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使得土地酸碱度失衡，进而使得水土流
失，造成环境恶化。水土遭到严重污染。山西省孝义市是依赖煤
炭资源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县域经济体，曾以煤焦、化工、镁铝等
产业为主导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地生态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工
业“三废”、畜禽养殖业、农副的产品加工业、农户污染物的随
意排放，使得部分土壤被污染，土壤发生了较大变化，严重阻碍
了农作物生长，影响了土地的生产力。近年来，孝义市在资源型
城市转型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农业资源环境，在孝义市
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土地肥力逐渐恢复。

二、生态农业资源环境的解决措施
（一）高效推进生态农业建设
生态农业符合新发展理念，是更好的农业，必须是农民对这

一理念有清楚的认识标准，只有农民收入提高了，国家才能更加
强盛，生态环境对新发展理念的形成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将生
态环境转化为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才能充分地调动
老百姓的积极性。对国家而言，要加强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派遣
技术人员帮助，发放资金帮助等，只有生态农业的体系化，才能
实实在在的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山西孝义经济开发区高阳农业科技园区以打造山西吕梁（孝
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为契机，重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
积极开展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重点推广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
有机肥代替化肥技术，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了土壤肥力，提高
了肥料利用率；重点推广了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
术，组建了专业化的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队伍，推广应用了生
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农药。示范区土壤以石灰性褐土和褐土
性土为主，有机质含量介于 6 ～ 20g/kg，土壤全氮 0.51 ～ 0.75g/
kg，土壤全磷 0.4 ～ 0.6g/kg，土壤全钾 15 ～ 20g/kg，土壤速
效 磷 10 ～ 20mg/kg， 土 壤 速 效 钾 100 ～ 200mg/kg， 土 壤pH值
7.5 ～ 8.5，属中肥型土地，非常适合农业产业化发展。示范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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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农业理念、

农业机械化设备、建设思路得到了很大程度地重视，并逐步落实到各个生产领域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由此引发的生态农业环境问题也渐

渐显露出来。特别是近年来导致的生态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山西孝义已引起高度重视，研究针对这一问题的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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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孝义市城区供水水源地，水质 23 项检测指标全部达到《地下水
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得农民对土地有了更多的权力。伴随着农

村土地确权工作的顺利推进，一系列真正为农民谋利益证书的发
放结束，现如今不同地方的农民都为土地不动产权的发放提供了
动力，使得房地一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进。同时，土地管理制度也
相对健全，农民如果将土地任意破坏将会被收回。以此来杜绝农
民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废弃物，必
须进行合理地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

（三）科学控制农业中药物的使用
对于农药的使用有关部门必须进行合理地管控，从生产到使

用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把控。首先是确保生产部门的产品质量
是否符合国家产品规格，其次要做到流通顺畅，农民使用有度。
严厉打击假冒产品流通，确保农民购买到合格的产品。相应的农
民也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要求对土地进行施肥，做到适度原则。

近年来，山西省孝义市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城市，环境
问题备受关注，为了提升本市的经济与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孝义
市利用本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建立起了
许多标准化、规格化的生产线，为本地特色走出市门迈了重要一
步，高阳农业园区积极开展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重点推广了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和有机肥代替化肥技术，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
了土壤肥力，提高了肥料利用率；重点推广了作物病虫害统防统
治和绿色防控技术，组建了专业化的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队
伍，推广应用了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农药。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山西省孝义市面临的问题正在慢慢解决，生态农

业是农业建设的方向，也是当前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建设目标。多种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环境问题，这
些问题只有加大力度解决掉，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所以，
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为解决生态农业环境问题创
造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为环境建设提供服务。发展绿色生
态农业，不仅适应了孝义市资源环境的硬件性约束条件，也满足
了人们对高质量、高水平健康农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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