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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地从媒体上

获悉，中国第一竹乡的安
吉县，发放了世界上第一
笔竹子碳汇质押贷款，这
对世界竹产业来说是一个
好消息，不仅对中国竹产
区具有里程碑式的示范意
义，也为欠发达国家、特
别是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
范例。”

近日，浙江安吉县收
到了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阿里·穆秋姆的致函，对该
县竹林碳汇质押贷款一事
给予高度肯定。

本报8月10日第8版以
“浙江安吉：竹林里的空气
能变钱”为题，报道了安
吉农商银行为助力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在安吉落地
见效，发放了世界第一笔
竹林碳汇质押贷款的新闻。

报道发表后，一石激
起千层浪。安吉县各大银
行争先恐后为客户提供优
惠绿色贷款：安吉农商银
行又开发出“碳中和助力
贷”、“绿色工厂贷”、“农
房绿色建筑贷”等六大绿
色系列信贷产品；杭州联
合银行安吉支行今年在对
天子湖热电公司投放节能
减排设备改造贷款 6800 万
元基础上，近日又对该企
业由国家给予的碳排放剩
余指标进行质押，将办理
600万元的贷款。该行今年
累计投放绿色贷款占总贷
款额40%……

金 融 单 位 积 极 作 为 ，
竹业企业也不甘落后。安
吉竹印象故事馆原是一家
竹制品加工企业，粗放经
营 、 技 术 低 下 、 产 品 低
端，厂区内曾一度污水横
流，废气直排，现在改革
创新，专攻竹纤维产品，
走集约化、专业化、规模
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
之路，卖品牌、卖技术、
卖 标 准 、 卖 服 务 、 卖 生
态，用竹纤维产品创造绿

富美，引领新生活……
中国是世界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 40多属 800

多种，竹林面积约642万公顷，竹种、面积和竹产品产量
均居世界之首，竹产品已形成 100 多个系列、近万种产
品，安吉竹产业发展也经历了从卖原竹到进原竹、从用
竹竿到用全竹、从物理利用到生化利用、从单纯加工到
链式经营的四次跨越，达到全竹、高效利用。全国30个
著名竹乡的林业和金融部门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后，纷纷
与安吉相关部门对接，一致表示要将安吉这一经验在所
在地早日落地生根。

阿里·穆秋姆在致函中说，“世界竹产业需要更多更
好的安吉‘竹智慧’，期待安吉继续成为推动竹林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优秀领导者，为国际竹藤产业的发展
和人民福祉的提高做出更大贡献。”

国际竹藤组织于 1997 年 11 月 6 日由中国、加拿大、
孟加拉国等 9 国共同发起成立，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
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唯一一家针
对竹和藤这两种非木质林产品的国际发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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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黑土
“一两土、二两油，插根筷子也发

芽。”这句打油诗描述的是素有“耕地
中的大熊猫”之称的黑土地。黑土地
因含有极大量的腐殖质、呈现出纯黑
色而得名，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得天独
厚的宝藏，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但因长期过度开发利用、气候
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东北黑土地
出现了不同程度退化的问题。

由于黑土地的重要与稀缺，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其保护与利用，指示

“要把黑土地用好养好”。2021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
工程，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至此，
黑土地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我刚回乡创业的时候，当地人
对黑土地还处于一种掠夺性生产。为
了作物生长快，大量施用复合肥，一
度导致土壤板结、肥力流失。”现任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王成回忆
道。2013 年，王成响应国家“三农”
政策，在范家屯镇孟家村的黑土地
上，创立了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范
家屯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

据王成介绍，合作社主要采用了
良豆轮作、玉米秸秆深翻和施用有机
农家肥三种方法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以往东北地区的农民为了追求粮食产
量和经济效益，会选择连作玉米，但
连续的玉米种植对于土壤肥力有很大

消耗，不利于可持续发展。2016 年，
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借鉴“梨树模
式”，采取玉米、大豆和马铃薯轮作种
植，实现种植结构调整，巧妙地利用
大豆中富含氮元素这一特性为黑土地

“增肥”；此外，每年合作社回收的玉
米秸秆，有50%被深翻回填，以保证土
壤有机物得到最好的补充；2019 年，
合作社还自制1万立方米有机肥，投放
黑土地保护项目，深翻、深耕、有机
肥投放率逐年增高，达到了 100%，成
功实现肥料减量增效。

绿色防控
过去一些地方依赖化学农药防治

病虫害，不仅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引起
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还造成农
业面源污染严重、病虫害抗药性上
升、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弊端。

今年一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
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目
前，一批绿色防控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得到推广，一批绿色防控应用
基地建立，带动绿色防控推广应用面
积近 10 亿亩，减少农药使用量 9000
多吨。

今年 6 月，“粮食作物病虫害绿色
防控产品与技术集中展示示范”活动
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和益阳市赫山

区这两个产粮大县如火如荼地开展。
示范区内重点展示农业防治、理化诱
控、生物防治、生态调控和科学用药
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粮食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综
合防控效果95%以上，化学农药使用量
减少20%以上，有效地带动了全区域绿
色防控。

在相隔不远的湖南省邵阳市隆回
县，玉米草地贪夜蛾绿色防控项目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项目主要采用苏云
金杆菌等生物农药防治，购置 300 余套
诱捕器，在山界、花门、荷香桥、七江等
20余个乡镇设置了监测点，并在山界回
族乡民族村开展了玉米草地贪夜蛾绿
色防控示范。

变废为宝
一直以来，农业废弃物的不规范

处置和低资源化利用，导致大量土地
资源被浪费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持
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在长江经
济带、黄河流域建设一批农业面源污
染综合治理示范县”。

在各个示范县中，大家探索和推广
构建精准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监管
的分区分级技术，有针对性地制定“一
地一策”“一事一策”“一时一策”。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在江西瑞金广阔的产莲基地，除了
每年为农民提供莲蓬、莲藕等农作物

外，其残枝败叶更是成为有机肥的主要
原料之一。据介绍，瑞金市引进并发展
了畜禽粪便堆肥、蚯蚓养殖生产有机肥
技术，既有效解决了禽畜养殖污染、水
体污染问题，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育苗车间里，长势喜人
的“和县辣椒”为充满高科技的育苗
工厂增添了一抹绿意和活力。据产业
园相关员工介绍，近年来和县引入

“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种植技术，这项
技术的优点是灌溉施肥的肥效快，养
分利用率提高，在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的基础上节约氮肥。此外，“水肥一体
化”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大大降低
了设施蔬菜和果园中因过量施肥而造
成的水体污染问题。

变废为宝、治理污染，各地都在
行动。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
西、宁夏、山西、山东、河北和河南
等受农田残膜“白色污染”影响的重
点地区，当地选择一批地膜覆盖大县
进行农田残膜回收利用试点示范；在
江苏太湖、云南洱海、安徽巢湖、湖
北三峡库区等南方水网密集区的重点
流域和重要水源地，大家开展综合治
理试点。

题图：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
乡禾丰农机合作社社员们在2万平方米
的工厂化育秧大棚里培育、搬运水稻
秧苗。

王尚云摄 （人民图片）

土层变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地力流失……如何给耕地“松骨”“增
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
国积极推进绿色农业，实施国家黑土地
保护工程，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持续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多措并举下，
土地状态逐年向好。生活在肥沃、富饶
的土地上，农民的腰包鼓了、笑容多
了，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用好养好广袤沃土
刁星彤

陕西省宁强县铁锁关镇的蔬菜种植大户王芳正
在采摘西红柿。 吴天文摄 （人民图片）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一个秸秆回收加工点，运
输车正在装载小麦秸秆。 周方玲摄 （人民图片）

初秋的贵州大山里已有深秋的味道：凉
风习习，绿叶渐红。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海龙
镇的万亩有机农业基地，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已经成熟，在蓝天丽日下随风掀起阵阵麦
浪；不时有鹭鸟飞过头顶，落在田间地头，
叽叽喳喳告诉人们：又到收获时节了！

“这是昨天刚收过的，农民再犁一遍地
后，就可以种油菜了。”遵义市贵友粮油有
限公司的何鸿带着记者行走在温泉村的小路
上，他指着路边一片高粱地说。只见高粱秆
上还留着刚被割过的痕迹，而旁边那片地还
没收割，饱满的红色高粱穗在阳光照耀下透
出金光。

放眼望去，小村秀美如画：山峦起伏，
溪水潺潺。郁郁葱葱的青山绿树和高粱田
间，掩映着座座白色小楼，那是村民的住
所。走进一户人家，主人胡应忠刚干完农
活，正在院中休息。他指着身旁一大堆高粱
说：“这是今天早上刚收割的，大约有 1500
斤。前两天还收割了1000多斤。今年共种了
4亩地。”

当地人都喜欢的这种高粱，学名叫红缨
子糯高粱，是贵州特有品种。“我们这里的
海拔和山地、土质特别适合种。在这种土地
上种出的红缨子，氮磷和理化指标好于其他
海拔种的。”当地人介绍说。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
三两银”，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武陵
山、乌蒙山集中连片山区的遵义，地势
起伏较大，天气易变多雨，曾是贵州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战场。如何既脱贫致
富，还要保护好生态？因地制宜发展绿
色农业成为当地的首选，而种植红缨子
糯高粱等经济作物正是重要内容之一。

红缨子糯高粱颗粒大小适中、皮
厚、扁圆、结实、干燥、耐蒸煮，淀粉
和单宁含量合理，特别适合酿酒业。许多
企业早就盯上了当地的红缨子糯高粱，
每年播种前，纷纷与农户签种植协议，农
民按照订单生产，完全不愁销路。

胡应忠乐呵呵地说：“我家的高粱
和贵州珍酒签下了保价收购协议，销路
不用愁，我们就只用琢磨提高产量啦。
相比于种植玉米等作物，每亩效益至少
提高两倍。”

市场好，价格高，村民们种粮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贵州珍酒酿酒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向东说，种植高粱用地大多数是
山坡零星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提高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了粮食储备量。

“十四五”期间，贵州珍酒还将投入 450
亿元进行扩产扩能，全部投产后当地能

获取 10 亿元的高粱收购款，以及 2.35
万个就业岗位。

现在，海龙镇一块块山坡边地
上，种满了红缨子糯高粱。每年，高粱
与油菜、葡萄、玉米、折耳根、生姜等农
产品轮作生产，很受市场欢迎。其他乡
镇的农民种植积极性也很高。据遵义市
农业农村局统计，去年全市种植高粱
132万亩，涉及14个县（市、区）184个乡
镇29万余户农民, 实现产值27亿元以
上。今年，仅贵州珍酒一家企业，就已与
遵义下属 5 个区县 20 多个乡镇签订了
近13万亩高粱收购协议。

“以前村民种点玉米和自己吃的粮
食、蔬菜后，土地就撂荒了。现在高
粱和油菜等经济作物轮作，高效利
用，土地不撂荒，还改变了土壤结
构，增加了农民收入。”海龙镇的一位
负责人对记者说。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才能确保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可
持续。贵州珍酒等大型企业联合当地
农业部门，对农户种植、培训管理等
方面进行指导，要求种植时用农家
肥、沼液、生物肥料，不得使用化学
合成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出产的

农产品必须绿色和有机。
如今，村民种植高粱，从育苗、锄草、

施用生物有机肥、收割，全程被两家机构
——有机认证机构和企业的专职人员监督是
否违规操作，以保证真正绿色有机。

农民也尝到了有机产品价格卖得好的甜
头。从2019年开始，当地对土地进行有机认证
申请，每年送样品到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
中心进行检验，看土地是否有农药残留、重金
属等有害物质。“每次检验都是合格。过了3年
认证转换期后，我们就能拿到有机土地认证
书了！”何鸿高兴地说。

绿色种植不仅为市场提供了健康的产
品，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温泉村的村民说：

“我们村开始有机种植后，明显感觉鸟变得
多了，山更青了，水更绿了。而且这里还是
遵义市饮用水保护地，不使用农药保证了水
库的水质。”

乡村生活越来越好，留住了更多年轻人。
“90后”姚崇阳今年参加招工成了一名粮食收
购业务员，工作之余帮助父母种植 10 多亩高
粱地。当被问到为何没出去打工时，他笑着
说：“出去有什么好，现在家里生活和环境都
很好！今年比较风调雨顺，又是一个好收成。”

题图：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村民在晾晒
高粱。 罗星汉摄 （人民视觉）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罗罗 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