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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 出
:

要
“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

,

保持生态平衡 ” 。

新宪法明确规定
: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
” 。

今

年
,

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
:

要把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和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作为农业

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
。

最近
,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
:

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
,

很可能出在自

然环境
、

生态平衡遭到破环上
,

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
。

这是正本清源的远见卓识
,

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

他站得高
,

看得远
,

不仅指出了当前农业生产中潜伏着的生

态危机
,

而且指出了我国农业今后的发展方向
。

这个方向就是要走一条新路
,

‘

建设一 种

新型的生态农业
。

潜伏着的生态危机

建国以来
,

我国农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

在仅 占世界 7 % 的土地上
,

养活 了 世 界 上
、

23 % 的人 口
。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
,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
,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

大大加快了农业的发展速度
。

但 也 应 看

到
,

在大好形势背后潜伏着生态危机
,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

从解放初期的1 16 万
一

平方公里
,

发展到 1 50

万平方公里
,

约 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

每年仅流失的肥沃土壤就有功亿吨
,

损失氮
、

磷
、

钾养分约 1
,

0 00 万吨
。

据 1 9 8 1年全国化肥试验网试验结果
,

每斤有效养分可增产 7

斤粮食计算
,

则等于每年流走了 1
,

40 0 亿斤粮食
,

相 当于年进 口粮食的 5 倍
。

问题的严

重程度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

二是自然灾害加剧
。

尽管解放以来水利灌溉事业发展很快
,

水田和水浇地面积增加

了 3
.

3 2 0 6亿亩
,

但 由于生态环境 的破环
,

水早等自然灾害反而 日益频繁
。

以成灾 (减产

30 % 以上) 面积计
,

五十年代年平均为 1
.

3 6 6 4亿亩
,

八十年代上升为 3
.

0 7 9 5亿亩
,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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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年可采收哟万斤干
一

百蕊草
,

仅农民增收达42 万元
; 徜把它加工制成 6。万瓶百

蕊草片
,

产值可达 3 5。万元
,

为原料产值的 8 倍多
。

以上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
,

对山区 自然资源综 合加工利用的重要经济意义
。

而这些

还刚是个开头
,

靠政策
,

靠科学
,

右本世纪内
,

山 区一 向沉睡的资源将被激活而舒展它

们无穷的经济实力
,

水土保持
,

国土的保护和利用也就寓于其中了
。



1
.

2 9倍
。

以 1 9 8 0年为例
.

播种面积亩产36 5斤
,

每亩成灾至少减产 1 0 9
.

5斤
,

成灾 3
.

3 4 6 7

亿亩
.

共减产粮食 3 6 6
.

8亿斤
。

三是地力逐年下降
。

由于人 日不断增加
,

农村燃料 日益紧张
,

秸秆还田和有机肥施

用量逐年减少
,

加上复种指郊提高
,

豆科作物面积减少
,

耕地只用不养
,

造成地力逐年

下降
。

尽管局部地区有的地力在贫高
,

但从全局平均起来
,

地力在下降
。

据中国科学院系

统科学所多元回归分析
,

时何趋势变量七为
一 6

.

82 斤
。

即每过一年
,

每亩 播 种面积 粮 食

产 量因地力
一

下降减产 6
.

82 斤
。

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约 17 亿亩
,

每年共减产 1 1 5
.

9 4亿斤
。

今

后如果地力得不到提高
,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

到 2 0 0 0年时
,

仅地力下降这一个因素
,

就会

减产粮食 2
,

3 1 8
.

8亿斤
〕

当然
,

实际上会增产的
,

但那需要投入更多的能量和物 质
,

弥

补
一

J’这个损失之后
,

才能达到增长的目标
。

这就会出现投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经济效益

人大降低
,

将付出很大代价
。

四是农业资源在衰退
。

由于超载过牧
,

草原在退化
,

平均每亩产草量约下 降 1/ 3一

1 /2
。

我国森林年生长量为 1
.

8亿立方米
,

而实际消耗多达 2
.

9亿立方米
,

每年 “森 林 赤

字
” 达 1

.

1亿立方米
。

我国活立木蓄积量为95 亿立方米
,

按此趋势发展下去
,

八十七年后
,

我 国森林资源就全部消耗完了
。

渔业生产
,

重捕轻养
,

捕捞能力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
,

从 1 9 7 8 年开始产量下降
。

主要是捕捞业减产
,

海水捕捞量从 1 9 7 7年的31 9
.

5万吨
,

下 降

到 1 9 81 年的 2 7 7
.

4万 吨 ; 淡水捕捞 髦1 9 7 8年为最低点2日
.

6万吨
,

不及 1 9 6 0年6 6
.

8万 吨 的

一半
。

五是人 口与资源 失调
。

一定的资源
,

只能养活一定的人口
。

当人 口超越 了资源最佳

负荷量时
.

往往会导致对资源的破环
。

我 国生态环境的恶化
,

根本原因是人 口的压力
。

据宋健等同志研究
,

我国农业资源的最佳负荷量是 7 亿人口
。

建国 以 来 最 大失误是忽

略了人口 与资源的平衡
,

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两种生产” 的理论

,

只考虑物质

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

不计划人口 的生产和再生产
。

用 “
人手论

”
批判

“人口 论” ,

结

果 “错批一 人
。

误生三亿
” ,

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

大系统的特点之一是

具有风险性
,

一旦失误
,

即使认识了错误
,

纠正起来也要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和付出相

当大的代价
。

我国目前人口 已超过 10 亿
,

而且还要继续增长
,

达到人口 顶 峰 的 时 间 :

“一胎化
” 需25 年 ; 1

.

5胎需45 年
; “两胎化

” 需75 年
, 如保持1 9 7 8年的 2

.

3胎
,

则永无

人 口顶峰
;
如保持 1 9 7 5年的3

.

0胎
,

一百年后人口 总数为 4 3
.

0 8亿
,

相 当目前全世界的总

人 口数 ; 即使控制在 1
.

5胎
,

降到最适人口 7 亿
,

也是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

可见
,

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

为了迎接未来人 口增加的挑战
,

确 保 中 华

民族的生存
,

必须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农业建设的战略重点
,

走一条新路
,

建 设 生 态

农业
。

生态农业的概念

什 么是生态农业 ? 生态农业的概念可从 5 个角度来说明
:

1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农业生产要道循生态学原理
,

要符合生态规 律
。

在 人
、

生

物
、

环境三者相互关系中
,

主宰一切的人
,

必须按照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

具体讲

有五
:



一是农业要适应生态环境
。

生物与环境要统一
。

统一的基本途径有三
:

第一是利用

丰富多采的生物种类和品种去适应千差万别的环境 ; 第二是改造生物去适应 不 同 的 环

境
,
第三是改造环境去适应某种生物

。

前者简单易行
,

费省效宏
;
中者需经一定努力

,

后者往往要付出较大代价
,

有的甚至得不偿失
。

正如北魏贾思舞在 《齐民要术》 中所指

出的
: “

顺天时
,

量地利
,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

任情返 (反) 道
,

劳而无获
” 。

所谓任

情反道
,

就是违反 自然规律
,

不懂得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
,

适应生态环境
,

而搞主观

主义的
“
瞎指挥

” ,

形式主义的
“一刀切 ” 。

例如
,

滥用 “人定胜天 ” 口号
,

到处
“
劈

山造田 ” ,

大搞
“
人造小平原

” , 不问生态条件
,

硬要 t’南茶北移
” , “玉米北种

” ,

“
甜莱南下

” , “甘蔗北上
” ; 不问南方山区

、

丘 陵的特殊生态环境
,

也要强行推广双

季稻和三熟制
,

结果是 “不收稻谷收稻草
” 。

三中全会后
,

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

农民有

了生产 自主权
,

利用不同生物种类去适应不同生态环境
,

如在沙地和盐碱地 上 因 地 制

宜
,

因土种植
,

林粮间作
,

草粮轮种等等
,

因而五谷丰登
,

六畜兴旺
,

很多贫穷的沙窝

窝里和盐碱地上都飞出了
“
金凤凰

” 。

二是农业生产不能超过资源的再生能力
。

农业生产
,

是一个生物的再生产过程
,

生

物资源有两大特点
: 一为资源的可更新性

; 二为有一定的利用极限
。

这个极限
,

就是生

物资源的再生能力
。

超过了资源的利用极 限
,

就会破坏生态平衡
。

三十多年来
,

我们在

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

例如林业生产
,

只知
“大木头挂帅

” ,

不管生态学规

律
,

每年的森林采伐量大大超过 了每年的森林生长量
,

结 果 不 断 出现 “
森林赤字

” ,

其后果必然导致森林资源的枯竭
。

而 “
无林化

” 后果
,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它和农 民

的破产一样
” ,

不堪设想
。

渔业的情况更为不妙
,

由于捕捞能力大大超过渔业资源的再

生能力
,

从而导致渔业资源 日趋衰退
,

不得不由国务院下令限制捕捞
,

以休养生息
,

恢

复渔业资源
。

三是农业要按
“食物链” 及其量比关 系安排 生产

。

生态学发现
,

生物种群之间遵循

着
“
食物链

”
的规律

,

绿色植物
、

草食动物
、

肉食动物之何有着严格的数 量 比 例
,

即
“
营养级金字塔

” 和 “十分之一定律
” ,

它制约着生物种群之间的群体动态
。

过去
,

由

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

犯 了不少瞎指挥
。

如农 区畜牧业
,

不在饲料生产和加工上下功夫
,

而盲目追求生猪年底存栏头数
,

结果养了不少 “长寿猪
” ,

饲料浪费很多
,

产肉量却很

少 ; 又如草原畜牧业
,

不在草场建设上花力气
,

提高产草量
,

而一味发展牲畜头数
,

致

使草畜比例失调
,

导致超载过牧
,

草场退化
。

四 是农业生产要维护生态平街
。

农业生产是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运动过程
,

大量物质

和能量伴随着商品流出系统之外
,

必须从外界补给大量物质和能量
,

才能保持其平衡
。

过去
,

只知采用良种
,

提高复种指数
,

一味夺取 高产
,

而忽略了高产需有相应的投入
,

‘

如增施有机肥
,

补充化肥等
,

因 t’l取大于补
” ,

使养分平衡失调
,

导致地力逐年下降
。

有人把生态与农业对立起来
,

势不两立
,

认为农业就是
“
对于自然的大规模破环

” ,

而

且
“
这种破坏是发展的必然

” 。

这种观点
,

是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思想的反映
,

显然不

能用 以指导现代农业生产
。

生态农业
,

不但不会
“
破坏

” ,

而且要
“维护 ” ,

并且还要
a
增殖” 自然资源

。

五是农业生产要增殖 自然资源
。

地球是个有限的
“
馅饼

” ,

资源只有一定的负荷能



力
。

儿千年来的农业
,

只知向白然
“
索取

” ,

基本上是掠夺式的经营
。

针对我国国情
,

要想利用有 限的资源养活越来越多的人 口 ,

农业生产的重点必须从 “
索 取

” 转 l可 “增

殖” ,

使土地越种越肥
,

资源越用越多
,

产出越来越高
。 “限制论” 是消极 的

, “增殖

论” 是可行的
,

日本的獭户内海就是一例
。

我国渤海也是半封闭的内海
,

平均每亩水产

品只有 3
.

2斤
,

而獭户内海由于进行人工养殖和人工资源增殖
.

平均亩产却达 5 2斤
。

2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全面规划
、

相互协润的整体农业
。

生态农业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

都着眼于系统的整体功能
。

衡量整体功能的标准
,

有三把尺子
,

即社会效益 (产出

的数量和质量)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系统是分等级的
,

可大到一个流 域
,

一 个 国

家
,

甚至全球 ; 也可小到一个地区
,

一个村落
,

甚至一块农田
。

高等级与低等级系统的

关系
,

如同上下级
,

犹如母与子
,

局部必须服从全局
。

但不管那个等级的系统
,

都必须

考虑系统之内的全部资源的合理利用
,

包括全部人力资源
、

国土资源
、

生物资源和其他

自然资源等
,

进行全面规划
,

统筹兼顾
,

因地制宜
,

合理布局
,

各得其所
,

各就其位
,

并优化其结构
,

使其相互协调
,

协同发展
,

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
。

3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一个离效的人工生态系统
。

它不 同于自然生态系统
,

加进 了

人的劳动和干预
,

因而不再单纯是个 自然再生产过程
,

同时也是个经济再生产过程
,

并

且两者交织在一起进行
; 它也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系统

,

主要经营种植业
,

而无把生

态环境中的生物资源也作为生产的组成部分
,

并遵循生态学规律来进行生产
。

生态学是
一

门关于人和 自然的科学
。

生态系统是生物圈的一个功能单元
,

核心是研究该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
。

人是 “生物圈中的人 ” ,

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且 占主宰地位
,

并与其他

组成部分一起演变
,

协调发展
。

生态农业
,

就是通过人的劳动和干预
,

不断调整和优化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建立一个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
,

以比较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

出
,

取得最好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实现多目标的统筹兼顾
,

逐步走向良

性循环
。

4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大农业
、

大粮食观点的具休体现
。

它与小农业 (狭义农业劝

的区别在于 :
其一是

,

它不仅局 限于种植业
,

而是农
、

林
、

牧
、

副
、

渔
、

虫
、

微等全面

发展 ; 其二是
,

它不仅局限在耕地上
,

而是把全部国土资源都作为生产场所
; 其三是

.

食物的概念不局限于粮食
,

而是在营养科学的基础上
,

根据人体营养需要 的 热 能 (淀

粉
、

酪类
、

脂肪等)
、

蛋白质
、

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数量来安排农业生产
。

有 了营养

素的概念
,

食物的概念就更科学更丰富了
。

因为营养素不仅存在于粮食
,

而且广泛地存

在于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体中
,

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人类食物营养素的来源
。

这样

一来
,

地球上凡是有生物存在的地方
,

都有可能成为人类食物生产的场所
,

从而为人类

的食物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多种途径
。

5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有机农业 与无机农业相结合的综合体
。

鉴于 “石油农业” 的

弊端
,

国外有识之士都在关心未来农业向何处去
,

并展开了一场
“
有机农业

“
与

“无机

农业 ” 的大论战
。

目前
, “

有机农业
” 的呼声虽高

,

但仔细查究
,

美国和西欧的有机农

户仅 占 1 %
,

与无机农户相比
,

能量消耗虽然减少不少
,

但农作物单产也降低很多
。

这

种争论也影响我国国内形成两派
:

一派认为 “石油农业 ” 的路子走不通
,

我国是 “有机

农业之母
” ,

应走有机农业的发展道路 , 另一派则认为
“有机农业是误国之谈

” ,

理 由



是 “
要想产出多必须要有相应的投入

” ,

甚至主张用化肥作 ,’g I爆剂
” ,

以 无 机 促 有

机
,

加大物质和能量的
“流” 和 “环” 。

需要说明的是
,

国外有机农业的概念是很严格

的
,

即一不用化肥
,

二不用农药
。

而生态农业是强调养分平衡的
,

物质循 环 中 的 “
赤

字
” 要用化肥来补充

。

因此
,

有人把有机农业与生态农业等同起来
,

显然混淆 了概念
,

是不够妥当的
。

我认为
,

祖国传统农业 的精华
,

不是有机农业
,

而是生态农业的雏型
,

桑基鱼塘就是典型的例证
。

这是一
。

其二是
,

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各有其利弊
:

前者利

在培肥地力
,

弊在物
、

能的
“

流” 细
“

环 ”
小

; 后者功在附加了能量和物质
,

有利提高单

产
,

弊在污染环境和报酬递减的峰值较低
。

因此
,

两者不应排斥
,

而应结合在一起
:

取其

利
,

舍其弊
; 扬其长

,

避其短
。

两者的最佳结合
,

就是生态农业
。

它代表着农业发展的

未来
,

正如有人所说
,

它是 tc 明天的农业
” 。

现代农业是商品化大生产
,

大量物质和能

量将伴随着产出物作为商品流出系统之外
,

单靠有机农业补偿归还
,

土壤肥力
“
银行

”

将入不敷出
,

难 以平衡
,

会逐渐出现
“
赤字

” ,

必须从系统之外投入附加 的能 量 和 物

质
。

只要氮
、

磷
、

钾
、

微量元素结构合理
,

有机肥与无机肥比例合理
,

施用化肥的弊病

就能避免
,

而化肥的增产效益则可大大提高
。

生态农业的特征

生态农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
。

横向划分
,

有很多子系统
, 纵 向划分

,

有很多

层 次
;
每一层次

,

又由很多单元或因素所构成
。

各单元之间:
,

互相联系
,

互相促进
,

又

互相制约
,

从而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
,

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

这就是生态农

业的整体性
。

生态农业系统是多 目标的
,

既要考虑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 (社会效益 )
,

又要考虑经济效益
,

还要考虑生态效益
。

而每个子目标又分很多层次
,

是个多 目标的集

合
,

从而 目标本身又构成 了一个系统
。

在众多目标 中
,

有的是统一的
,

有的是矛盾的
,

因此
,

必须实行多 目标 的统筹兼顾
,

并寻找其统筹兼顾的最优解
。

结构决定功能
,

是一

切事物的普遍规律
。

从宏观到微观
,

从 自然到社会
,

无一例外
。

生态农业系统的功能好

坏
,

同样取决于它的结构是否合理
。

因此
,

为了实现其目标集
,

提高其总体功能
,

必须

进行总体设计
,

优化其结构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目标在变化
,

结构也要调整
,

是个动态

变化过程
,

因此不能一劳永逸
;
要不断进行调整

,

确定其目标
,

优化其结构
,

提高其总

体功能
。

具体讲
,

生态农业有五个特点
:

其一
,

绿色植被最大
。

就农业的第一性生产讲
,

本质上是 固定太阳能
,

即利用绿色

植物的光合作用
,

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
,

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
。

有了它
,

才有草食

动物的第二级生产
,

才有 肉食动物的第三级生产
,

以及沿着
“
食物链

” 和 “加工链
” 的

多级生产
。

迄今为止
,

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能量来源和物质基础
。

它不

仅提供了地球上43 亿人的食物能和生物燃料能
,

而且还为工业
、

交通等国民经济发展提

供了主要能源
。

今天的石油
、

煤炭
、

天然气
,

都是历史上绿色植物固定的太阳能
。

世界

上的一切生命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在消耗着能
,

即把
“
高质量的能

”
变成低质量 的能

,

唯

独绿色植物可以制造能的
“
势差

” ,

固定太阳的
“
高质量的能

” ,

供人类社会所利用
。

可见
,

绿色植物是能量流动的源泉
。

要想 “流 ” 多
,

必须 “源” 大
。

开 “源 ” 之途
,

就



是在全部国土上布满绿色植物
。

任何荒山秃岭和裸露的土地都是对太阳能的浪费
。

大量

实践证明
:

青 山绿水之处
,

定为鱼米富庶之邦 , 童山秃岭之地
,

必是贫穷困苦之乡
。

其二
,

生物产一最盲
。

衡量一个系统功能好坏的标志是
:

不仅要看粮棉 油 单 产 高

低
,

还要看秸秆根茬
、

枯枝落叶等生物量多少
,
不仅看耕地的生物产量

,

而且要看整 个

国土单位面积上的生物产量 , 不仅要看数量
,

而且要看质量
。

如有的杂种高粱
,

产量虽

高
,

但品质不好
,

连牲口都不肯吃
;
鲁棉一号单产虽高

,

但纤维太短
,

满足不了纺织工

业要求
。

因此
,

一要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因土种植
,

适地适种
,

把各种树
、

草
、

农作

物都安排在各自的适生环境中 , 二要采用高产优质的良种
,

选择转换太阳能效率最高的

“元件
” ,

如在陕北吴旗荒山秃岭上飞播多年生优良豆科牧草沙打旺
,

亩产鲜草三四 千

斤
, “

零件
,, 一换

,

换转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 三要实行集约经营

,

种树种草也要象种田

一样
,

要施肥
,

要管理
,

精耕细作
,

科学种山
。

这样
,

就能把全部国土资源充分利用起

来
,

有了第一性生产这个基础
,

后面的多级生产就能发展起来
,

全局就活了
。

其三
,

光合产物利用 . 合理
。

前面两项仅是 “开源” ,

但 “源 ”
再大

,

如利用不合

理
,

也创造不了更多社会财富
。

如 占生物量一半 以上的秸秆中
,

既含热能
,

也含有营养

物
,

有机质和氮
、

磷
、

钾等养分
。

用作燃料
,

为 “一次利用” ,

只利用了其中的热能
,

其

它全丢掉了
,

而且热能也仅利用 了10 %
。

若按生态农业的
“食物链

” 关系加以 “多次利

用” ,

物质利用率起码可提高十几倍
。

如秸秆先作饲料
,

通过草食动物这个
“

转换器
”

。

把秸秆巾的营养物质转化为畜产品
;
其粪便进入沼气池

,

利用 甲烷 菌这个
“转换器 ” ,

热能利用率可达 60 % ; 沼气池中的有机质和有效氮
、

磷
、

钾再作为肥料
,

归还土壤
。

这

样的利用模式
,

称 “长链 利用
” ,

或 “大回路反馈
” ,

显然能使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

变粗
,

流环变大
。

其四
,

经济效益最好
。

为了提高农副产品的利用率
,

除沿着 “食物链
” 进行 “多次

利用
” 外

,

还要沿着
“加工链

” 进行 ttl深度加工
,

多次增值
” 。

生态农业作为一个系统

来说
,

如出卖原料
,

则流出系统之外 的物质和能量很多
,

而流回系统之内 的 财 流 (产

值 ) 很少 ;
加工次数越多

,

产值越高
, “流失 ” 的物质

、

能量越少
。

如种 10 万亩亚麻
,

卖原料只值4 00 万元
,

经过三次加工
,

产值可提高 3 7
.

5倍
,

达 1
.

5亿元
,

相当一个中等县

的全年工农业总产值
。

又如一吨面粉值 34 0元
,

制成切面为 4 00 元
,

制成挂面为 4 60 元
,

加工

成面包为 1
,

6 00 元
。

又如上海粮食局大搞综合利用加工业
,

可使大豆的经济价值提高 2 5倍
。

其五
,

动态平衡最佳
。

生态农业讲究生态平衡
,

而且是最佳的动态平衡
。

因此
,

搞

生态农业是要算账的
,

不仅要进行定性分析
,

而且要进行定量分析
。

如计算农田养分平

衡账
:

每年每亩耕地消耗多少有机质
,

就要补充多少有机质
,

而且要超过消耗的数量
,

每年作物从每亩土壤摄取了多少氮
、

磷
、

钾
,

除土壤释放量和有机肥还田的养分外
.

还

缺少多少
,

就要通过化肥来补充
。

这样
,

地就能越种越肥
,

产出就能越来越高
,

永远保

持最佳的动态平衡
,

物流和能流的循环圈就会越来越大
,

·

从而走向良性循环
。

建设生态农业
,

是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
。

它标志着由单纯地向自然界
“
索取

” 转变

到先增殖 自然资源再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并相应地实现由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
,

由单

一经营转到综合经营
,

由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
。

因此
,

要进行一系列工作和解决一大

批实际问题
,

否则
,

这个转变是无法实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