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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环 保

环保话题

科普园地

近年来，洱源县积极围绕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总体要求，以粮
食高产创建暨科技增粮措施技术推广
创新为抓手，完善农技推广责任制为核
心，不断转变农技推广方式，着力提高
科技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了农技推广和
科技服务工作的新跨越，为全县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2013年，全
县预计粮食总产量 21.16 万吨，同比增
长16.18%，农村经济总收入29.88亿元，
同比增长 25%，农民人均纯收入 6925
元，同比增长17.88%，实现“十连增”。

洱源县以科技增粮为抓手，不断转

变农技推广方式，结合实施国家粮食丰
产科技增粮工程，按照高产攻关、百亩
核心、千亩展示、万亩辐射带动模式，建
立了农技人员技术承包机制，实行定
点、定位、定人和定责的“四定”责任，加
强了技术集成及标准化生产应用。

一是以实施国家良种推广补贴为
契机，引进推广一批优质高产新品种，
2013年全县共组织实施推广各类农作
物26万亩高产优质新品种，其中早熟大
蒜、杂交玉米、双低油菜等主导作物良
种覆盖率达 100%；水稻、蚕豆、大麦、马
铃薯等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

二是依托测土配方施肥建设项目
实施，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
盖全县 90 个行政村 6 万多户农户，发
放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 11 万张（份），
建议卡入户率达 100%，销售施用配方
肥 5000 多 吨 ，减 少 化 肥 成 本 投 入
3628.24万元。

三是依靠园艺设施建设项目，推动
高效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先后在右
所、茈碧湖、炼铁、三营等重点镇乡实施
了 2100多亩无公害标准化蔬菜种植基
地，建设 192.4亩单体塑料大棚，38.4亩
联体塑料大棚，创建了“品宏高原特色

蔬菜示范园”、“彩云岗蔬菜种植示范
园”等一批高效农业生态示范园，组建
银环蔬菜专业合作社，洱康农业专业合
作社、江华农业专业合作社等 111个农
业各类专业合作社，有效地提升了洱源
县园艺设施种植的科技水平。

同时，洱源县坚持以完善农技推广
责任制为核心，深入开展农业科技示范
入户服务，强化科技示范主体建设，建
立了专家带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带
农户、农户带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真
正做到科技人员直接入户、良种良法直
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服务方

式。并结合实施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示范建设，建立短信服务、辐
射带动、结对竞赛、挂钩联系、交流汇
报、百分制考核等多项科技入户工作服
务。2013年，全县培植农业科技示范户
1000 户，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2 万户农
户，100名科技指导员年平均对挂钩科
技户田间指导12.6次，科技示范户对农
业科技入户工作满意度达 98%以上，全
县农业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主推
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分别达 100%和
95%，平均每亩节约化肥、农药等成本分
别为42.5元和12.8元。

洱源县转变农技推广服务方式助农增收
今年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6925元，实现“十连增”

□ 通讯员 杨品高 王世秀

为实现高原特色农业的跨越发
展，自省委作出云南省要大力发展

“庄园经济”的号召后，我州各地都在
“发展庄园经济 建设绿色家园”上大
作文章。发展环保、生态、绿色的庄
园经济，建设好大理美好家园，人们
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近年来，我省普洱和玉溪创造的
“普洱茶庄园”和“玉溪庄园”等都取
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目前，我州宾川、弥渡、祥
云、永平、大理都有许多的农民在自
家的田园上发展起了独特的“庄园经
济”。种生态水果、种生态蔬菜，养生
态猪、生态鸡、生态鱼，我州各地农村
群众发展“发展庄园经济 建设绿色
家园”的积极性日益高涨。许多城里
人 节 假 日 都 喜 欢 下 乡 去 吃“ 环 保
饭”。生态环保的“庄园经济”，已在
我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

生态环保的庄园经济既是一种经
济模式，又是一种发展战略、一种规划
思想，更是一次农业生产中深刻的生
态文明建设的改革创新，在我州是大
有发展前景的。据报载：早期的庄园
农业经济模式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
现代的庄园经济，是20世纪中期首先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农业发
展模式，曾成功地改变了美国、荷兰、
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业经济状况，创造
出了诸如美国新奇士橙、荷兰花卉等
经济奇迹。在台湾被称为“观光农业”
的农业经营方式，实质上都属于庄园
经济的范围。在越南，这种模式更是
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的重要形式。

按照农业专家们的解释，“庄园

经济”有着生态环保的显著特点，是
指农户、城市居民、开发商或企业通
过承包、租赁或购买适度规模的土
地，以自己开发经营或委托代理经营
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
撑、以资本为纽带、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农业产
业开发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实
现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
有效手段，是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
农、统筹城乡的崭新路径，是同步推
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战略选择。

如今，许多农业专家们都在呼吁，
我州各地应积极依托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生态庄园经济，建设绿色美好家
园。当前，各地在发展生态环保的

“庄园经济”中，要立足自己拥有的生
态特点、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按照
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林则林、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的原则发
展。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大力打造具有体现特色、突
出优势、规范高效的以生态餐饮娱
乐、休闲观光为主的生态休闲度假型
庄园；二是以珍爱大自然、保护生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生态体验
型庄园；三是以弘扬历史文化、体验
民族文化为主的文化生态旅游型庄
园；四是以新品种试验示范、技术推广为
主的生态科技示范型庄园；五是以生态
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市场开拓型庄
园；六是以特色种植、养殖为主的生态产
业发展型庄园；七是集种、养、加、游、购、
娱为一体的生
态综合开发型
庄园。

发展生态庄园经济
建设绿色美好家园

□ 朱 册

14、实施洱海保护的重点项目有
哪些？

（1）截污治污：洱海流域畜禽粪便
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洱海流域村落及
农村庭院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工程；

（2）入湖河道治理：“两江一河”水
环境综合治理、苍山十八溪水环境综合
治理、波罗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

（3）生态屏障建设：洱海（东区）一
期、二期生态修复建设、洱海国家湖滨
带湿地建设、洱海流域湿地生态恢复
及建设、洱海北部生态经济示范镇建
设、洱海流域国家重点饮用水源地保
护建设等工程。

15、洱海综合治理保护的工作措
施主要有哪些？

（1）对洱海水源保护区实行封山
育林、退耕还林，对水土流失面积和宜
林荒山荒地进行加强治理和绿化。

（2）加强洱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建设，在界桩内5米、界桩外15米的岸
滩营造洱海环湖林带。

（3）在洱海保护范围内安全使用
农药，科学施用化肥。

（4）垃圾处置坚持“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大力推广沼气池、鼓励废
旧回收和综合利用。

（5）洱海实行取水许可制、年度封
湖禁渔制、捕捞许可制、船舶集中审批
及总量控制等制度。

（6）加大污水处理及排污管网工
程建设力度，洱海流域人口相对集中
的村庄，要因地制宜，有规划、分不同
情况、不同类型、不同方案，分片分区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7）完善环湖城镇垃圾处理系统，
加快湖滨带生态恢复建设，切实做好
入湖河道的综合整治。

（8）结合“五五”普法教育，组织举
办环保知识讲座，加强对群众环保知
识的宣传，树立“爱我洱海、保护母亲
湖”的环保意识。

（9）组织开展公益性义务劳动，清
除垃圾，做好洱海湖区内的清淤和水
面污染漂浮物的打捞工作。

（10）在洱海岛屿和沿湖从事宾
馆、饭店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
其产生的污水作净化处理，达标排放。

绿色食品的概念
绿色食品在中国是对无污染的安

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总称。是指按
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并经国家有关的
专门机构认定，准许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的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
型的食品。类似的食品在其他国家被
称为有机食品，生态食品，自然食品。
1990年 5月 ，中国农业部正式规定了
绿色食品的名称 、标准及标志。标准
规定：①产品或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
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②农
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
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产操作规
程。③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
和卫生标准。④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
中国农业部制定的《绿色食品标志设
计标准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绿色食
品的标志为绿色正圆形图案，上方为
太阳，下方为叶片与蓓蕾，标志的寓意
为保护。

在许多国家，绿色食品又有着许
多相似的名称和叫法，诸如“生态食
品”、“自然食品”、“蓝色天使食品”、

“健康食品”、“有机农业食品”等。由
于在国际上，对于保护环境和与之相
关的事业已经习惯冠以“绿色”的字
样，所以，为了突出这类食品产自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严格的加工程序，在中
国，统一被称作“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指在无污染的条件下

种植、养殖，施有机肥料，不用高毒性、
高残留农药，在标准环境、生产技术、
卫生标准下加工生产，经权威机构认
定并使用专门标识的安全、优质、营养
类食品的统称。

绿色食品所具备的条件
1.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

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2.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

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
操作规程；

3.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4.产品的包装、贮运必须符合绿

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
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是由农业部发布的

推荐性农业行业标准（NY/T），是绿色
食品生产企业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分为两个技术等
级，即AA级绿色食品标准和A级绿色
食品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以“从土地到餐桌”
全程质量控制理念为核心，由四个部
分构成。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即《绿色
食 品 产 地 环 境 技 术 条 件》（NY/T
391）。

1.绿色食品的产生。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
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农
业现代化。这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这

些国家的食品供应，另一方面也出现
了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农用化学物
质源源不断地、大量地向农田中输入，
造成有害化学物质通过土壤和水体在
生物体内富集，并且通过食物链进入
到农作物和畜禽体内，导致食物污染，
最终损害人体健康。可见，过度依赖
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农业(也叫做“石油
农业”)，会对环境、资源以及人体健康
构成危害，并且这种危害具有隐蔽性、
累积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20世纪 70年代初，由美国扩展到
欧洲和日本的旨在限制化学物质过
量投入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食品
安全性的“有机农业”思潮影响了许
多国家。一些国家开始采取经济措
施和法律手段，鼓励、支持本国无污
染食品的开发和生产。自 1992 年联
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
展大会后，许多国家从农业着手，积
极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减
缓石油农业给环境和资源造成的严
重压力。欧洲、美国、日本和澳大利
亚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
纷加快了生态农业的研究。在这种
国际背景下，我国决定开发无污染、安
全、优质的营养食品，并且将它们定名
为“绿色食品”。

2.绿色食品的分级标准。在绿色
食品申报审批过程中区分 A 级和 AA
级绿色审批。

AA 级绿色审批系指在生态环境
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生产过程
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按
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
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
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 AA
级绿色审批标志的产品。

AA 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
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

A级绿色食品系指在生态环境质
量符合规定的产地，生产过程中允许
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按特
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
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志，
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 A 级绿
色食品标志的产品。A级绿色食品在
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
合成物质。

绿色食品产品的包装、装潢、商
品的标签绿色食品的包装、装潢应符
合《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的
要求，得 到 绿 色 标 志 所 有 权 的 单
位，应将绿色食品标志用于产品的
内外包装。《手册》对绿色食品标志
的标准图形、标准字体、图形与字体
的规范组织、标准色、广告用语及用
于食品系列化包装的标准图形、编号
规范作了严
格规定。
（摘自“中

国科普”）

什 么 是 绿 色 食 品

近日，宾川县钟英乡举
办 2013 年“阳光工程”葡萄
种植技术培训，分别进行了
理论授课和田间培训，100
余 葡 萄 种 植 户 参 加 了 培
训。图为农业部门科技人
员正在田间给参训群众讲
解葡萄修剪技术。
［通讯员 张义红 王文令 摄］

博南镇胜泉村大河边小组
李永妹在给油菜施肥。永平县
牢牢把握小春生产主动权，做
到秋冬作物种植面积早落实、
早播种。在抓好种植面积的同
时，抓实农业科技培训，借助阳
光工程培训项目，投入19.5万
元对 550 人进行培训，实行科
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引导群
众使用推广良种良法，促进小
春增产增效。2014年，全县小
春作物总播种面积16万亩，其
中：粮食种植 14 万亩，油菜等
经济作物种植 1 万亩，特色冬
早玉米、大棚蔬菜等其他作物
种植1万亩。

［通讯员 李群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邱兴跃 杨虎文）
近日，巍山县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全
面实施完成，来自全县各乡镇的 730 人
参加了劳动力转移培训。

巍山县 2013年“阳光工程”计划完
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730人，其中：农
业职业技能培训 230 人，农业专项技术
培训 500人。培训对象为 16-55周岁从
事农业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为做好培训
工作，确保培训取得实效，该县制定了

《巍山县2013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
程实施方案》，将培训重点安排在全县实
施粮食、油料作物高产创建片区、蔬菜生
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养殖专业大
户。培训工作由县农广校、县农经站、县
农机培训站等3个州级认证的培训机构
组织实施。培训采用理论讲授和实际操
作相结合。培训内容主要围绕高原特色
农业服务体系、农业农村重大工程项目、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产品加工、促
进农民创业为中心开展，为高原特色农
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巍山730人参加
“阳光工程”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兴祥 卢焱） 近
日，宾川县经过层层筛选，在全县范围内评
选出31户葡萄种植金牌科技示范户典型。

今年 8 月开始，宾川县结合全县近
年葡萄、柑桔产业的发展情况，开展“水
果科学种植诚信营销系列评选活动”。
截至目前，按照葡萄种植农户科技意识
强，种植管理水平高，具有明显科技示范
带动作用，种植面积 2亩以上，其中：1.2
亩至 5亩，亩均产值 5万元以上；5至 10
亩，亩均产值 4万元以上；10亩以上，亩
均产值 3万元以上的要求，并结合农产
品质量安全状况、科技措施推广运用情
况，在全县9个乡镇推选出100户葡萄种
植金牌科技示范户，并从中评选出31户
葡萄种植金牌科技示范户典型。

据了解，下一步，宾川县还将于
2014年 3月前全面完成“50户柑桔种植
金牌科技示范户、10户水果销售金牌经
纪人（协会）、50 名金牌科技员”的评选
工作，宾川县政府还将对评选出的先进
典型进行表彰。

宾川评选出31户葡萄
种植金牌科技示范户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弥渡县优化能
源结构，充分发挥丰富的风力资源、太阳能
光热资源优势，开发利用风能发电、太阳能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发展新型能源产业。

近年来，弥渡县先后与华能集团、明
阳集团、大唐国际等企业签订新能源建
设开发利用投资协议，加快新型工业化
进程，推动工业跨越发展，促进经济、环
境、社会效益最大化。骑马山风电场、清
水沟风电场位于弥渡、巍山两县交界的
山脊地带，由华能集团开发建设，两座风
电场投资分别为 4.78亿元和 4.93亿元，
共有 66台风机，总装机容量 99兆瓦，先
后于去年11月上旬和今年1月上旬建成
投产发电，共发电 28400 万千瓦时。沙
帽山风电场正在建设中，累计完成投资
2.28 亿元，预计 2013 年底完成工程建
设。扁担山风电场建设项目已上报云南
省发改委，牛街乡弯梁子风电场和德苴
乡南山梁子风电场正在开展测风工作，
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弥渡加快开发
利用清洁能源

本报讯（通讯员 唐燕 钱程军）
下庄镇在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子中，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及应用，加快
了农业种植、畜牧养殖等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农民增收。

今年，完成水稻精确定量栽培 5284
亩，水稻高产创建 1070亩，良种覆盖面
达到 100%。实施玉米地膜覆盖 12014
亩，玉米高产创建 1000亩，旱作立体种

植玉米9664亩，完成玉米间套种大豆样
板 400 亩，晚秋粮食作物间套种 10000
亩，烟地套种豌豆2680亩。成立了下庄
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共检测蔬菜
水果农残 159个样品，完成大小春农作
物病虫害统防共6700亩，其中完成水稻
病虫害统防 4500 亩。农林牧渔业总收
入预计到年底将完成 51268.23万元，比
上年增加6687.16万元。

祥云县下庄镇科教兴农取得成效

洱海保护宣传教育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武华） 弥渡县
弥城镇舒家营村多年从事蔬菜种植的
吴云波家去年在自己菜田里安装了性
诱杀虫器，他家菜田里不仅虫害少多
了，种菜的成本也降低了不少。他高
兴地说：“根据去年用下来的情况，情
况还是相当好，每亩降低成本可能100
元钱左右，现在省心了。”据该县农科
人员介绍，一个性诱捕器的有效覆盖
面积为一亩，在一天时间里，可诱捕近

千只各类害虫。
无公害蔬菜产业是弥渡县的支柱

产业，为做大做强无公害蔬菜产业，该
县大力推广以“三诱”技术（灯诱、色
诱、性诱）为核心的绿色防控技术，建
成物理防虫网6万亩，全县绿色防控面
积达 12 万亩。同时，在全县设立了 8
个病虫害监测点、10个生产信息监测
预警监测点，截至目前，共从市场和基
地抽样检测各类蔬菜样品近2万个，样

品合格率达 96%以上。优质的无公害
蔬菜产品，促进了全县无公害蔬菜产业
的发展，今年全县蔬菜产量预计达60万
吨以上，产值达12亿元，外销蔬菜54万
吨以上。优质的无公害蔬菜产品深受各
地客商的青睐。来自四川的汪老板走南
闯北10多年，一直以做蔬菜批发生意为
主业。汪老板高兴地说：“弥渡的蔬菜农
药残留量相当低、品质较好，来到外地，
一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弥渡县推广蔬菜绿色防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