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农民立足的基
础。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传统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工业化、现代
改革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农业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绿色农业发展
方面发展滞后。

一、绿色农业发展成效

（一）绿色生产方式被广泛推广
河南省政府提出要建设食品安全省的战略，强调实施严格的

现代食品安全管理计划，加速推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不断加强
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从而保障省内绿色农业现代建设。绿色农业发
展的重要标志是农业生产过程要标准化、无害化。根据河南省数
据显示，省内 56.75%农业经营单位获得了无公害产品认证、32%
农业生产单位获得了绿色产品认证、11%农业单位获得了有机农
产品的认证，同时全省获得的食品出口质量安全检测示范区增加
至 30 个。

（二）绿色经营体系初步形成规模
在发展绿色农业时，绿色经营体系的构建要符合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搭建绿色经营体系也是我国现代农
业向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
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取得了初步的发展，因此河
南省农业经营的成效是新兴经营主体增加到 24.7 万个，农业产
业化发展集群达到了 254 家，流转土地面积已经达到全省总面积
的 44.5%，全省 44.14%农户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参加农业生产，
13.86%农户采用了土地托管模式，8.75%农户使用公司+农户模式
从事生产，进而河南省绿色经营体系完成了初步的规模化发展。

（三）综合生态服务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综合生态服务是绿色农业发展重要成效之一，综合性生态

服务将农村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相融合，在农业现代、农民就
业增收、农产品产量质量提升、提升农民消费、促进城乡一体化
等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近几年，省内在建设发展特色农业过程
中，乡村涌现出一大批农家乐园、休闲农业等产业。根据数据显
示，河南省有 17 个中国名村，有 31 个美丽乡村示范县，农业旅
游热点地区有 335 个。河南省将继续推进“互联网+”战略实施，
促进发展绿色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与电商相结合，培育和发
展健康养生农业、生态民宿、乡村休闲旅游等新农业。

二、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科学认识绿色发展
发展绿色农业从历史来看一直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宝贵

经验。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理念的重要文化思想来源是我国各族人
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时观、用养结合的地力观和
化害为利的循环观。第一，在形成科学绿色农业发展观过程中，
相关工作人员要推进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从先进理念出
发开展耕地轮休试点工作，合理规划畜禽粪污处理以及资源再利
用计划。第二，河南濮阳工业园区昌湖街道办事处要积极落实清
洁地果菜茶化肥替代化肥的工作，积极向农民推广科学的农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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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理念。第三，从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历史经验来看，发展绿色农
业是农业迈向现代发展的必经之路，河南省农业发展规划要积极
借鉴国内外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农业发展理念要将
安全、健康、资源、产业发展等理念有机地统一起来，最终实现
协同发展。第四，站在科技进步角度来看，绿色农业发展依赖于
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随着数据库技术、物联网技
术、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新育种、有机栽培技术的成
熟与实际运用，农业生产技术对传统水、肥料、劳动力、药物的
利用将更加节制与科学，这对促进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粮食安全
问题、农业现代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遵循科学路径推进绿色发展
在遵循科学路径推进绿色发展方面，相关工作人员要加强

绿色农业发展理论研究、聚焦绿色农业发展基础，将实际与理论
紧密结合。第一，注重研发绿色农业发展应用，站在提供优质农
产品供给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角度，要加强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精
准细化环保工作、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技术、促进产业模式可循
环、完善质量标准规范机制。第二，形成系统化、智能化农业治
理模式，运用集成化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加速研发能够进行绿色
生产的农业机械设备，加快转变低效农业科技研发模式。第三，
不断优化农业政策提出与落实机制，完善以绿色生态为主的农业
补贴政策，健全粮食主要生产地区的产业补偿机制，包括耕地、
金融、生态等政策性补偿，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金融，保险行业的作用。第四，明确未来绿色农业向产业化、市
场化、数字化、标准化目标发展，设立绿色农业标准监管核实机
制，完善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关系，积极促进绿色农业产业
升级。第五，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运用大数据分析，为农业生产提供绿色转型基础。

（三）构建完善绿色农业经营体系
第一，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制度。鼓励承包方与被承包方

之间秉承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把农村土地经营权与承包权
通过合法方式向承包主体流转，创新多元化形式的新型土地绿色
经营模式，例如农民以土地流转、入股、托管的方式展开绿色农
业生产。第二，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促进公益性服务体系
建设落地，扶持政府性农业机构、新型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
重视社会性绿色农业经营服务组织的发展，将公益与经营服务相
融合，各类服务之间形成有机的统一，各司其职又能协调交叉开
展服务，搭建一套综合性多功能的服务体系。第三，培养绿色农
业生产技术人才，建立各类农业职业培训，实施职业经理人、农
业专业技师等专业技能培训工程。通过人才引进、培训、交流机
制促进绿色农业形成人才储备优势，成立绿色农业技术分享协
会、绿色农业专项技工协会等农业自治机构，各级协会有权组织
农业职业专项培训活动。

（四）完善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农产品价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收入，收入

对农民来说至关重要，但就现阶段来说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总体较



低，与其他职业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获得的经济收入较少，
致使大多数农业从业者改行外出打工，同时许多农业生产大户即
使依旧从事农业生产但也会避开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作物而是种植
具有较高经济利益经济作物。在绿色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在保护
农民基本利益基础上适当发挥市场对农产品的价格调节作用，同
时农产品目标价格的实施过程要与政府的补贴政策相结合。在进
行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稳定农产品价格需要政府与市场同时发
挥作用，河南省政府可以利用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通过市场来
反映价格，有针对性地给农民进行农产品价格补贴，尤其是在市
场调节不稳定时要提高价格补贴额度，从而切实保障农民基本利
益，提高农民投入绿色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五）建立健全绿色农业产业体系
第一，调节和升级绿色农业生产结构，将绿色农业与产业

园进行合理整合，形成现代绿色农业生产基地以及具有集聚效应
的专业农业生产集群。同时通过养殖与种植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模
式，建设一批现代绿色农业种植示范基地，由政府牵头、企业加
入、农民参与等多种形式形成现代绿色农业生产园区。第二，在
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积极发展
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倡导农民从事绿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利用农
产品加工形成增值效应。积极吸引农民发展农业旅游，建设乡村
旅游休闲民宿、采摘园、乡村疗养院等新农村特色产业。第三，
稳定增加粮食产量，落实粮食储备战略，合理规划永久耕地与基
本农业，加强生态保护。为农田建设设立标准规范，确保我国粮
食安全战略。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绿色农业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农业发展要优化
资源配置，降低农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不同产业
之间的融合发展为农产品质量产量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绿
色农业是河南省粮食产区的必经之路，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将绿
色农业与农户相联系，合理规划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为推
进农业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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