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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

农

业现代化的实现直接制约与影响着我国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全局
。

没有农业现代化
，

就不能有整

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
而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

程中
，

发展生态农业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战略选择之一
生态农业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农业

，

它运用农

业生态经济理论
，

促进复合的人 口生态经济系统

各组合及其关系处于和谐
、

协调状态
，

并能确保

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

生态农

业属于集约利用自然资源
，

它不仅是一种农业技

术的创新
，

还将带来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

它是一种既可提高土地生产率
，

又可使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的农业发展模式
。

从我国近儿年的生悉

实际效果看
，

生态农业模式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

摆脱贫困与落后的进程
，

也为实现农村人 口现代

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本文拟就辽宁省凤城满族

自治县通远堡镇大黑山村农业为例
，

全面地分析

大黑山生态农业模式的运行机制
，

着重探讨其模

式所带来的经济
、

环境
、

人 日等方面效益
，

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
。

结构以石灰炭和砂岩为主
，

地形属 山地
，

地貌以

林为主
�

大 黑 山村年 平 均 气 温 �
�

���
，

年 降雨量

���一����毫米
，

雨量多集中在 ���月份 �全年

无霜期 ��� 天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小时
，

农作

物生长期间日照时数 ���� 小时
。

大黑山村共有 �个自然屯
，
����年

，

全村有

居民 ��� 户
，
人 口 ����人

，

其中劳动力 ��� 人
�

全村耕地面积 ����亩
，

人均耕地面积 �亩
，

有林

面积 �����亩
，

草场面积 ����亩
，

果园面积 ���

亩
，

全村人均占有土地 �� 亩
。

大黑山村山林茂密
，

土壤肥沃
，

雨量充沛
，

气

候适宜
，

交通方便
，

自然资源丰富
，

它较适于发展

农林牧为主导结构的生态农业
。

�
、

大黑山生态农业模式运作机制

、

大黑山村 自然概况

大黑山村位于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通远

堡镇西北 �
�

�公里处
，

因位于大黑山脚下而得

名
。

大黑山村东与通远堡镇二道坊村连接
，

北与

本蹊县草河镇接壤
，

总面积 �����亩
，

其中权属
‘

衬面积为 ���冬�亩
，

该村平均海拔 ���米
，

地质

大黑 山村 生 态农业模式始建于 ����年
，

�，��年被丹东市确定市级生态农业示范村
，

其

建设工作列入丹东市环境保护
“
���” 工程计划

。

大黑山村确立生态农业模式之前
，

各个相关部门

的专家
、

学者对大黑 山村自然
、

地理
、

林业
、

畜牧

业
、

水资源
、

能量及大气环境质量等方面作了综

合性的调查
。

调查结果认为
，

尽管大黑山村有着进行生态

农业建设的各个方面优势条件
，

但是
，

该村在生

态系统中的生物量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薄弱环节
，

主要问题是生物链短缺
，

能量利用率和转化率

低
，

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个方面
。 ①大黑山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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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山怀抱
，
山脚林间牧草资探丰事

，

以玉米为

主的农作物秸杆多有剩余
，

适宜发展畜牧业
。

但
�

由于该村受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影响
，

重农轻

畜
。

畜牧业一直发展缓慢
，

由此使该村大面积的

牧草资探自生自灭
，

不能有效地参加生物系统内
�

部的物质循环运动
，

导致能量散失
，
白白浪费

。 ②

� 大黑山村以坡耕地为主
，

由于畜稀粪少
，

可供使

用的农家有机粪肥不足
，

缺磷少氮钾不足
，

土壤

逐渐板结
。 ③在黑山村林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

林

地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不够
，

次生林改造速度缓

慢
，

经济林与用材林所占比例较小
�同时

，

在林业

生产也有采伐不当问题的发生
。 ④由于 人类数量

增长较快
，

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

特别是总人

口的增加加大了人们对烧柴
、

建房木材等方面的

斋求量
，
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农业自然

生态系统
�

针对以上人 口与生态等方面问题
，

大黑山确

立了生态农业的指导思想
。

即以发展农村经济为

中心点
，

充分体现国家的富民政策
，

在强调农业

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
，
兼顾农民的近期利

益
，
以帮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

开辟和拓宽新的

生产门路
。

根据以上指导思想
，

大黑山村又确立

了规划方针
，
即循序渐进

，

突出重点
，

多种经营
，

长短结合
，

而其具体规划内容则是以木材
、

粮食
、

肉食与生物能四个方面为生态农业发展的着眼

点
，

设计了大黑山村生态农业模式建设方向
、

结

构类型和生产模式�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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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黑山生态农业模式系统功能框架图

自 ����年以来
，

大黑山村根据最初的生态

农业规划设计开展了脚踏实地的工作
，

该村以生

态农业建设为 己任
，

采取了各种有效途径来保证

生态农业模式的高效运行
。

�
�

� 领导充分重视
，

支持与关注 大黑 山 生

态农业 示范村的建设
。

凤城县政府领导立足于山

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
，
从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

一开始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县长和主管环保的

副县长以及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不仅主动过问最

初调研工作
，

还主持审定了该村的规划设计
。

当

大黑山村生态农业建设被确定为丹东市级示范

工程之后
，

县政府成立了示范工程小组
，

指定县

环保局为该项工程的牵头单位
，

同时授予组织协

调各部门参与建设工作的权力
。

几年来
，

凤城县

环保局直接参与该项目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

工作
�

县环保局把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引入该局

工作的重要议事 日程
，

并年年作为专项指标写进

环保局与县政府签订的工作目标任务书之中
。

此

外
，

凤城县人大
、

政协等部门对大黑山生态农业

建设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注
，

他们多次探人该村

视察工作
，

并对该村建设工作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和帮助
。

�
�

� 强化 耳标贡任制管理
，

层层签订贡任

状
。

县环保局为了增强各方面的使命感和责任
‘
�

��
�



感
，

采取了层层签订责任状的办法
，

以保汪生态

农业建设总目标和年度分期计划的完成
�

大黑山

生态农业建设项目贵任状签订分为四个层次
，

其

一
，

县环保局与市环保局
、

县政府与市政府合签

�环境保护
“ ��刁”

工程责任状 》 。 《责任状 》对建设

的各个指标做出明确规定
。

工程完成后
，

市政府

与市环保局考核
，

并兑现奖惩
。

其二
，

将各项指标

实行年度分解
，

按年度将各项工作列入县环保局

与县政寐签订 《工作 目标任
�

务书 》 ，

由县政府进行

考核
。

其三
，

县环保局主管领导与具体执行人员

签订《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项 目责任状 》 ，

做到责

任落实到人
。

其四
，

采取
“
一杆子插到底

”
的工作

方法
，

由县环保局直接与大黑山村签订 《 目标责

任状 》 ，

层层落实任务
。

�
�

� 加 强协调
，

充分发挥各专业部门通 力

协作的作 用
。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

工作
，

涉及农
、

林
、

水
、

牧等专业部门
。

因此
，

凤城

县在实施大黑山生态农业规划时
，

采取了牵头而

不单独贸进
，

先行而不忘顾左右的工作方法
，

重

在各部门协调
。

县环保局
、

农业局
、

水利局
、

林业

局
、

畜牧局等有关部门对大黑山村从物质供应
、

技术指导
、

信息服务
、

资金补贴到林业建设
、

水流

域治理
、

黄牛改 良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

提

供了许多方便条件
，

表现了较强的全局观念和协

作精神
。

�二 注 重 宣 传教育
，

增强农 民人 口
、

环硬
、

资源持续发展的观念
。

为了配合大黑山生态农业

建设工作
，

大黑山村党支部
、

村民委员会通过广

播
、

图片
、

标语等宣传方法向普通农民宣传生态

环境基础知识
、

生态环境村情意识及人 口与生态

环境之间关系
，

以便提高农民开发利用和保护资

源
、

环境的知识
、

技能及人 口的生态环境意识
。

值

得提倡的是
，

大黑山在实施生态农业规划的过程

中
，

注重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与生态农业建设有

机地结合起来
，

以发展经济来促进计划生育工

作
。

实践证明
，

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

有力地

改变了农 民传统的环境意识
，

拓宽了他们的视

野
，

这对该村人 口与生态环境走了良性循环起了

积极的引导作用
。

�
�

� 抓
“
点中之点

” ，

扶持生态专亚户
。

大黑

山生态农业示范村从先试验
，
后推广和以点带

面
，

点面结合的思想出发
，

在重视面上工作的同

时
，

还十分注重
“
点中之点

”
的建设工作

，

采取倾

斜政策
�

大力扶持一批生态专业户
，

树立样板
，
以

引导更多农民走生态农业脱贫致富的道路
。

建设

初期
，

大黑山村首批选择了�� 个文化素质和生

产技能较高并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农民家庭作

为扶持对象
，

其中分为养牛
、

养猪
、

放养林蛙
、

裁

种药材
、

庭院经济等 �种类型专业户
。

对生态专

业户的扶持主要体现在
“
三个优先

”
上

，

即技术指

导优先
、

物质分配优先
、

投资贷款优先
。

由于各个

部门的精心扶持
，

首批扶持对象很快成为大黑已

村生态农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

同时也发生了
“

滚

雪球
”
的效应

，

使面上工作更加深入
，

更加富有成

效
。

此外
，

凤城县各级部门为大黑山村生态农业

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

生态农业建设必须具

备资金条件
，

鉴于大黑山村 自有资金有限
，

各级

部门通过各种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

例如
，

凤城县

环保局仅 ����一 ����年就向大黑山村拨建设

基金款 �
�

��万元
，

其中补助额 �
�

�� 万元
，

贷款

�
�

�万元
。

�
�

大黑山村生态农业模式的效益分析

一般地说
，

检验生态农业的成果
，

需要把握

好时���的尽度
。

生态农业建设的时间越长
，

效果

愈明显
，

因为生物的 自然增殖和劳动价值是需要

时间量作为前提条件的
。

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已

有五年了
，

就其时����量而言
，

相对较短
。

其生物圈

内部的生物循环运动和经济循环运动仅完成 �

一 �个周期
，

许多项 目还不能体现为现实效果
。

尽管如此
，

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的成果还是显著

的
，

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和人 口效益
�

�
�

� 环境效益分析

大黑山生态农业建设所采用的是农林牧型

结构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其生态系统内部关系基

本平衡
，

健全和完善了整个生态农业系统
，

自然

资源得到了合理开发利用
。 ①从发挥森林保持水



土
·‘ 养‘ 年擎‘

梅摘林
‘

窗”
� 、

调‘ “ “ ‘
功能作用昨抖攀岑军

，

发展并业生产
，

建设林业

基 地
，

取得显著成
，

果
。

大黑 山村 现有林面积
一�

�娜狱�
益

。

大黑山村充分利用该村 良好的草场条件
，

发

展农以改良牛和生猪为主的畜牧业
。

与此同时
，

由于对草场和粮食作物桔杆实现了有效利用
，

实

现了能量转换
，
投入到农田中的农家有机肥逐年

增多
，

而化肥使用量逐年减少
，

从而形成了草场

�畜牧业
一 ‘
农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运动

，③根
据生态学相生相克和物物相关规律

，

把林蛙作为
一

食物链中心环节
�

蓄养害虫天敌
，

防治农作物和

森林病害虫
，

招弓�和保护野生动物
，

获得初步成

功
，

大黑山的自然环境适合林蛙生活成长
，
该村

现放养林蛙 ��� 万只
，

林蛙的放养也最大限度的

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毒
，

减铎了环境污染
，

为森林

动物和
�

鸟类提供较好的作夸条件
· �

�
�

� 经济效益分析

大黑山的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见表 ��
。

仅以 ����一����年为例
，

全村总

收入达到了 ����万元
，

比 ����年的总收入增长

了 �倍还多
，

其中与生态农业建设项 目有关的经

济收入 总额为 ���
�

�万元
，

占 总收人 的 ��
‘

��纬
。

表 �
，
�

姗��公��年生态农业理设经济效益状况�万元�

项目名称
，

投资 创值
’

增值 增长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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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东�

��
。

�

���
。

�

����
�

�

���
。

�

���
。

�

牛猪蛙树药于养养放植浓雀

随着大黑山村经济实力的增长
，

全村人均收人水

平也是逐年增加
，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

元
，

是风城县远近闻名的
“
致富村

” 。 �

��
一

� 人口 效益分析
， ‘

大黑功村在注重生态农亚建设的同时
，

特别

强调抓好全村计划生育工作
，

近五年来
，

全村无

一例计划外生育
，

也杜绝了大月份引产
。

从总人

口增长看
，

全村总人 口数量近几年保持在 ����

人以内
�

���� 年
，

全村人 口 自雄增长率仅为 ��

��编
，

同年“ 胎率古了 ‘氏 巾

嘟今男女性比例为

��
�

��
。

这表明妥大黑山村的人口增长已处于低出

生率
、

低死亡率
、

低自然增长的阶段
�

更为可喜的是
，
生态农业建设促进了农民生

育观的根本性较变
。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
，

农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

他们更

为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 “
少生优生

”
成为村

民普遍接受的
�

人口观念
。

�
�

�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几年生态农业建设
，

大黑山村不仅生态

环境优异
，

经济收入可观
，

人口控制工作成效好
，

而且社会效益出很显著甘全村富裕程度有了佼大

程度提高
，

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文明村
。

大黑山

村对村民免去应由村民负担的农业税
、

教青基
金

、

村干部及教师报酬等
�

����琢
，

全村免去的

各种负担费用人均为 �� 元
，

与此同时
，

全村发展

分共事业
，

修建了村级公路
，
拓宽修整了村内街

道三条
，

使农民享受到优越的生活环境
。

此外
，

大



黑山村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组织农民开展各

种娱乐活动
，

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话
。

�
�

从大黑山村生态农业模式中得到的理论

思考

目前
，

生态农亚建设在我国农村地区正逐步

兴起
，

特殊的人 口
、

经济
、

资源国情决定了生态农

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

我们从在大黑山生态农

业模式的调查中感受到
，

生态农业模式对我国
，

人

口控制
、

农村脱贫致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
�

� 生态农业模式有利于人 口 控制环凌的

形成
。

其一
，

生态农业模式建设客观上需要具有

较高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的劳动者
，

这促进农民

的生育观念由多生向少生
、

由追求子女数量向追

求子女质量的转变
�同时

，

生态农业发展所导致

的生活水平提高
，

思想意识的进步等都有利于人
口控制的软环境形成

。

其二
，

生态农业模沃属于

持久性的农业
，

它极大地节省了农业资探的消

耗
，

也降低了农业边际生产费用 ，从长远上看
，

生

态农业模式有利于解决
�

我国人 口吃饭问题
，

使我

国人口
、

资源与农业资源发展有了可供选择的发

展模式
。

其三
，

生态农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发展农村经济并不意味

着仅仅依靠乡镇企业来达到 目的
。

生态农业模式

在生产的广度和深度上能够吸收更多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
，

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

绍
�

� 立足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
发挥地 区

优势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

大黑山生态农

业模式建设的优势因素和存在着的薄弱环节
，

要

扬长避短
，

避虚就实
，

要忌生态农业建设中的一

哄而上
，

盲目发展
。

此外
，

在生态农业建设项目的

选择上也尽量与当地农民的生产特长和科学文

化水平相贴近
、

相适应
、

使之轻车熟路
，

便于驾

驭
，

从根本上保证建设月标的实现
�

�� � 大黑山生态农亚模式是振兴山区农
一

村

经济的路之一
。

一般来说
，

山区衣业地区的农业

资源和林业资源丰富
，

有着发展生态农业的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
，

但是
，

由于长期以来山区林业

生产和农业生产采取掠夺的经营
，

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
，

其突出特征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水

毁耕地逐年增多
，

植食产量逐年下降
，

所有这
、

些

都使我们看到了
“
靠山吃山

、

坐吃山空
分的传统农

业的危害和弊端
。

大黑山生态农业模式从正面告

诉我们
，

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 自然资

源
，

致富的潜力在于山
。

要振兴山区经济
。

保证

山区农业生产长期稳定发展
，

其根本出路之一就

是走生态农业建设的道路
。 � �

一

�一� 生态农业模式是贫困地区农 民尽快脱

致富
，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途径
。

大黑山生

态农业模式的现实意义还在于为贫困地区的脱

贫致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板
。

自农村改革

开放以来
，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质的突破
。

然而
，

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
，

无论在认识

上还是在实践上
，

一些人都片面地认为
，

要改变

贫困面貌
，

只有兴办乡镇工业才是唯一的出路
，

简言之
� ”
佳工才富

。

大黑山生态农业模式再一次

证明
，

并非
“
唯工才富

” 。

建设农
卜

林牧型生态村
，

发

展种植业
、

养植业和庭院经济照样可以走上致富

之路
。

此外
，

建设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振兴

农业的基础
。

种植和养殖业的有机结合
，
通过食

物链的作用
，

能量互相转化
，

互相补充
，

形成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
。

一方面有利于生产发展
，

满足

市场和人民生活需要
，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一方

面又为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

使

再生资源能够得到永续利用
，

使乡镇工业有充足

的原料供应基地
，

这徉易于形成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的地区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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