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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环境资源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杭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现代农业的发

展直接关系到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发展。通过对杭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的评价,探讨了区域农业发展优

势, 并提出杭州湾南岸农业综合开发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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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 ricultur al environment reso urces are the basis of sustainable dev elo pment o f agr iculture. Appro -

priate ex ploitat ion o f agricul tural enviro nm ent resources and dev elo pm ent of m odern ag riculture are related to

the fo rmat ion o f the economic zone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ag ricultur al enviro nm ent on the south coast of Hangzhou Bay , the pr edominance of agricultural exploita-

tio n and adv anced str ategies to ex ploit ag ricultur e resources sustainably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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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环境资源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 1—2]
。杭州

湾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中段的浙江省东北部及上海市

东南、钱塘江口外,是典型的喇叭型河口湾 [ 3]。杭州湾

的东西边界分别为南汇—甬江口和乍浦—西三断

面
[ 4]
。杭州湾沿岸地区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是我国城

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附近主要有特大型城

市上海和大、中型城市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

等,以及平湖、海盐、海宁、余姚、慈溪、上虞等 6 个县

级市和 158个建制镇, 人口 3. 00×107 多人。杭州湾

两岸农业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现代农业的发

展直接关系到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发展。自然环境的

差异性是农业环境资源的异质性基础
[ 5]
。本文试图通

过对杭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的分析,结合区域农业

发展优势, 探讨杭州湾南岸农业综合开发利用的对

策。本研究中的杭州湾南岸仅指西三至氵解浦岸段的

慈溪市区域,它不包括地属镇海区且岸线基本稳定的

氵解浦至甬江口一带区域。

1　杭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评价

杭州湾南岸土地总面积有 1. 15×10
5
hm

2
,丘陵、

平原、滩涂、海洋构成的台阶式现代地貌格局呈南北

向分布, 地貌类型相对齐全。北部淤泥质滩涂,滩面宽

阔, 呈弧形条带,由西向东逐渐束狭,庵东地段最宽达

10 km, 观城至龙山一般为 2～4 km。滩面坡度为

0. 3‰～0. 6‰,面积295 km
2, 占25. 5%。涂内为滨海

沉积平原, 呈扇形向北凸向杭州湾, 为宁绍平原的一

部分,东西长 55 km,南北最宽达 28. 5 km, 平原上河

湖密布, 平均海拔 3～5 m ,面积 609 km
2 ,占陆域总面

积的53%,江河湖泊等水域面积 87 km2 ,占 7. 5% ,东

南部为四明山余脉翠屏山丘陵, 海拔 300～400 m ,面

积163 km
2 , 占陆域总面积的 14%。农业环境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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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杂、开放的多层次系统,地貌、气候、水文、土壤

和生物等资源要素是农业开发和农业经济结构形成

的基础。类型齐全、台阶式分布的现代地貌格局是杭

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形成的基础, 并为杭州湾南岸

丘陵、平原和滩涂农业的综合开发创造了条件。

1. 1　农业气候资源

农业气候资源是农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6]
。气

候资源包括光照、热量和降水等。杭州湾南岸为北亚

热带南缘季风性气候, 由于受杭州湾海水的调节,冬

暖夏凉,年平均气温 16℃, 作物> 10℃生长天数为

235 d, 10℃以上活动积温历年平均 5 045. 5℃, 80%

保证率的积温为 4 950℃,无霜期平均为330 d。年日

照时数、太阳辐射总量分别为 2 038. 4 h 和 4. 69×106

J/ cm 2。年平均降水量 1 272. 8 mm ,降水空间分布随

海拔下降而自南向北减少, 南部蹋脑岗年平均降水在

1 450 m m 以上,北部滩涂区低于 1 250 mm ;降水年内

分布也不均匀, 春雨、梅雨、秋雨与伏旱、秋冬旱相互

交替
[ 7]
。光热水时空配置较好,气候温暖湿润,光温效

率高,雨水充足,作物生长期长, 适宜农林牧渔全面发

展。但是境内旱、涝、台风等农业自然灾害出现机率较

多,并伴发病虫灾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1. 2　农业土壤类型

受地貌发育的影响,杭州湾南岸土壤类型自海向

陆分别为盐土、潮土、水稻土和红壤, 呈带状分布。除

丘陵山地的红壤外,成土年代较短且地理分布较有规

律,为典型的组合型平原土壤。海相沉积平原区土壤

从海边向内地依次为盐土、潮土、水稻土,母质为海积

物。湖海相淤积平原区,母质复杂,以湖海相为主,成

土年代为 9 00～2 500 a 前, 土壤仅有水稻土一个土

类
[ 7]
。丘陵区有红壤、潮土和水稻土 3个土类,多呈棕

黄色或黄棕色,多石砾,黏粒含量高, 质地为中壤至轻

黏,养分相对缺乏,保肥保水性差,适宜发展经济林。

1. 3　农业耕地资源

杭州湾南岸耕地大多为历代劳动人民筑塘围涂

逐渐演变而成。海相沉积平原区土壤经雨水冲刷及种

植耐盐作物逐步脱盐, 后又种植水稻、棉花、绿肥,施

用有机肥,成为较肥沃的农业耕作土壤。湖海相淤积

平原区土壤经多年耕作、灌溉、施肥, 特别是垦作水田

后,逐步形成耕作层、犁底层、潴育层及潜育层, 土层

深厚, 土质均细, 黏粒含量高, 蓄水量足,有机质含量

在 2. 5%以上,是区内最肥沃的耕地资源。区内耕地

经不断改良开发,复种指数不断提高, 20世纪 50年

代为 193. 3% , 60 年代为 213. 9% , 70 年代为

230. 5% ,近年提高到 253. 9%。2001年,区内耕地面

积为 4. 39×10
4

hm
2
,其中水田 10 710 hm

2
,旱地 33

160 hm
2
。人均耕地面积0. 04 hm

2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的 1/ 2,是浙江省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之一。

1. 4　农业生物资源

杭州湾南岸植被为中亚热带北部亚地带常绿阔

叶林。原始植被在人类活动长期影响下已基本消灭,

大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栽培作物所代替。中、南部人工

栽培农作物主要有棉花、水稻、大豆、大麦、油菜、蔬菜

及用材林、竹林、经济林等人工林。北部沿海植被稀

少, 以碱蓬及菊科、禾本科、藜科等耐盐植被为主。区

内动物属东洋界动物区系, 陆水生动物资源种类繁

多。名特优农产品主要有大白蚕豆、杨梅、麦冬、丝瓜

络、黄花梨、蔬菜、花卉, 是“中国杨梅之乡”、“中国黄

花梨之乡”。由于钱塘江、甬江、曹娥江等众多河流夹

带着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注入杭州湾, 滩涂发育,近

海生物种类丰富,是浙江省重要的水产基地之一。

1. 5　农业水利建设

杭州湾南岸雨量充沛, 年径流量为 5. 12×108

m3 , 但人均占有量仅 578 m 3, 为浙江省人均水平的

24%。区内年平均降水量比蒸发量少 212. 2 mm, 加上

降水年内分配不均, 北向河流大多由原潮沟渠化而

成, 单独入海,缺乏调蓄能力,抗旱能力低, 7—8月易

旱。同时由于沿海地势略高于内侧水网平原,如遇台

风暴雨, 因排水不畅易酿成内涝。内陆有较长河道 73

条, 长 770 km ,河床坡降平缓, 平均水深 l . 2～1. 4 m。

大小河渠总长 5 400 km , 正常水位蓄水量仅 3. 78×

107
m

3。解放后, 以防旱、防涝、防汛为重点, 兴修水

利。整治一批北排河道, 外移和扩建出海排涝闸, 修筑

海塘堤浦, 建设平原水库和海涂水库,并普及电力排

灌, 现有库容 1. 00×106
m

3 以上的水库 13座, 总库

容 7. 65×10
7
m

3
。另有小型水库5座、山塘 154处,合

计库容 1. 86×106
m

3。地下水资源相对贫乏,可开采

淡水资源仅 7. 82×10
6
m

3
/ a。沿海标准海堤仅占一线

海塘的 1/ 3,台风暴潮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较大。

2　农业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2. 1　杭州湾南岸农业发展现状

杭州湾南岸包括浒山、宗汉、坎墩、龙山、横河等

23 个城镇, 总人口 1. 01×106 人, 人均土地面积

0. 11 hm
2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 6。杭州湾南岸农

业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 4 500 a 就有先民活动,

河姆渡遗址、沿山的商周墓葬等表明当时的稻作文化

和海洋文化均相当发达。杭州湾南岸的传统农业以棉

花种植为主,是全国 10个集中产棉区之一。棉花种植

面积最多时达 3. 10×104 hm2 ( 1964年) ,占耕地面积

的 70. 71%。由于人口增长和非农产业对耕地的占

用, 杭州湾南岸人均耕地量由 1949 年的 0. 099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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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到 2001年的 0. 04 hm
2
。尽管解放以来杭州湾南

岸耕地减少量不到1949年年耕地总量的5% ,但 50 a

多来杭州湾南岸各非农产业所占用耕地远远大于这

个数值,仅 1992—2001 年的 10 a 间, 全市各非农产

业占用耕地就达 6. 00×103
hm

2, 为 2001年耕地总量

的 13. 68%。滩涂围垦则成为杭州湾南岸耕地补充的

主要来源。

受到工业经济的反哺, 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农、林、牧、渔业全面

增长的趋势。

2001年,农业总产值构成中, 粮食作物比重下降

至 9. 50% , 蔬菜和果用瓜及其它经济作物增加至

53. 4% ,林牧渔业占 37. 1%。2001年,主要农产品播

种面积及产量如表 1所示, 种植业已初步形成了“一

蔬、二粮、三其它”的格局。随着荒山荒坡的开发利用,

果园面积增至 6 350 hm 2,水果总产量达 3. 39×105 t ,

以杨梅、黄花梨、柑橘、葡萄等等为主。畜牧业发展也

比较快, 2001年肉类产量达 1. 46×104
t , 禽蛋 7. 20

×103
t。杭州湾南岸渔业资源丰富, 淡水养殖和海水

养殖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 2001年水产品产量

达到了 4. 72×10
4

t ,其中海产品为 2. 50×10
4

t , 淡水

产品为 2. 22×104
t。杭州湾南岸农业产业化起步较

早, 特别是经过前些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产品加工和出口成为农业产

业化的特色和优势。

表 1　2001 年杭州湾南岸主要农产品播种面积及产量

项　目
蔬　菜

蔬菜 果用瓜

粮食作物

谷物 豆类

经济作物

棉花 油菜籽 糖蔗 药材 花卉

播种面积/ hm2 2 8310 8 470 15 490 18 880 4 940 11 480 4 100 1 130 2 100

面积比重/ % 29. 50 8. 80 16. 10 19. 70 5. 10 12. 00 0. 40 1. 20 2. 20

产量/ 104 t 90. 55 25. 33 8. 66 4. 51 0. 56 1. 72 2. 41 — —

　　注:资料来源:慈溪市统计年鉴, 2001。

　　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 1)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受农业短期行为的影响,忽视

农田基本建设, 导致耕地质量有所下降。( 2) 境内蓄

水量仍显不足, 年缺水量为 8. 20×107
m

3, 农业受灾

害威胁较大。( 3)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三废排放

导致大气质量下降, 酸雨频率增加, 江河湖泊富营养

化严重,全市各河区 13个站位的水质监测结果表明,

超Ⅴ类水占 76. 9%, Ⅴ类水占 7. 7% , Ⅳ类水占 15.

4%
[ 8]
。农药、化肥施用量过高引起的农业污染也相当

严重。2001年农药使用量超过 1 200 t ,每 1 hm 2 耕地

农药用量达 24 kg 以上, 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也十

分明显。1998年至今, 年均施用量均在 1. 0×105 t以

上。此外,随着畜禽养殖数量的增加和集约化养殖的

出现, 畜禽粪尿对水体、土壤和大气的污染也日趋严

重。

2. 2　杭州湾南岸现代农业发展优势

正如前文所述, 杭州湾南岸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农业生态环境良好,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而其优越的

区位条件、强劲的区域综合竞争力, 使得工业经济对

农业的反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资本、人才等生产

要素向农业集聚的趋势日益加快,极有利于现代效益

农业、创汇农业的发展。

2. 2. 1　区位优势明显　以慈溪市为主体的杭州湾南

岸位于宁波市域北部, 地处沪杭甬经济金三角中间地

带, 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之一。境内交

通水陆相济,四通八达; 329国道公路横贯中部,杭甬

高速公路从南部通过。境内有内河航道27条,通航里

程 364 km; 慈溪、镇海航道开通后,可与宁波、镇海各

港口直接联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将于 2006年建成通

车, 这将使杭州湾南岸与上海的时空距离缩短 120

km 以上, 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 2 h 交通圈范围,也有

助于加强浙东沿海发达地区与上海“经济圈”的联系。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杭州湾南岸现代农业发展和市场

开拓提供了便利条件。

2. 2. 2　区域综合竞争力强　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

业作为工业经济的主力军,带动了慈溪经济的飞速发

展, 农业总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2001年国民生产总产值为 1. 84×10
6
元, 三次产业

构成为8. 3∶58. 8∶32. 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5.

90×10
9
元, 是 1985年 21. 5 倍。外贸出口交货值

2001年 1. 24×1010元,是 1990年的 37. 2 倍; 自营进

出口总值 2001 年达 8. 82×108美元, 是 1993 年的

107. 7 倍。预算内财政收入 2001年增至 1. 77×10
9

元; 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 2001年分别为 1. 96×1010

元和 1. 13×1010元。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1年为 11 262元和 5 998元。在

全国 2 073个县(市)中,慈溪社会经济综合开发指数

列第 22位,经济基本竞争力列第 18位。先后跻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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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市)、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市)、国家农业生态建设

示范县(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全国环境综合整

治先进城市, 为浙江省综合实力 4强县(市)之一,并

被列为浙江省扩大经济管理权限重点县(市)。2002

年 5月 24日,慈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被正式批准为

第 2批 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2. 2. 3　现代农业初具规模　由于境内地貌类型齐

全、生态区域完整,慈溪市被批准为国家“九五”攻关

计划“宁波慈溪可持续高效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实施区。近年来,宁波市慈溪市政府紧紧把握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

产业结构,通过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推行农业产业

化经营,培育和扶植了大大小小的农业企业 300多

家。其中有 36家资产达 1. 0×10
10
～1. 5×10

10
元民营

企业参与农业开发, 2000 年, 全市农业龙头企业收

购、加工、销售的农副产品达 4. 38×105 t (约占全市

农产品总量的 40% ) , 共签农产品产销合同 4 000

hm
2, 建立松散型生产基地13 300 hm

2。区内慈溪蔬菜

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徐龙集团、浙江海通集团等主要

出口农业企业已通过美国 HACCP、ISO9002 认证,

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具有较强的出

口创汇能力, 2000 年慈溪农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以

日本、韩国、东南亚、香港及欧美为主, 出口创汇种类

达 7大类 100多个品种, 出口交货额 1. 00×109 元,

实现自营出口创汇4. 64×10
7
美元。目前已初步形成

出口蔬菜生产、加工业,特色水产品养殖、加工业和特

色水果栽培、加工业等 3个强势产业。

3　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利用对策
3. 1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效益农业

农业环境资源开发产生的生态效益在计量上有

正负之分,表征生态效益的相对增加或减少
[ 9]
。因而

加强农业开发的生态效益评价有利于及时调整农业

开发方向,促使整个系统综合效益的提高。经济全球

一体化趋势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由于劳

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我国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的出口

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源自不同地貌类型上的蔬菜、黄花梨、杨梅和水产

品等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经营

格局已初见雏形, 并成为宁波市主要的农业出口创汇

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鲜食菜

用豆类(蚕豆、豌豆、毛豆等)、菜苔、丝瓜络、鳗鱼、文

蛤等主要出口产品已具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国际

市场开发能力, 如菜苔占日本市场的 60% ,烤鳗鱼片

占国际市场总量的 8. 90% ,国内出口量的 1/ 4, 丝瓜

络占国际市场的 80%。我国加入WT O,给具有较强

经济实力和农业出口创汇基础的杭州湾南岸地区农

业经济的再次腾飞创造了条件,因此, 以市场为导向,

发展效益农业、出口创汇农业, 对提高产品市场竞争

力和扩大终端农产品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市

场可以上海、杭州和宁波为窗口,出口日本、韩国、东

南亚、香港及欧美国家, 并建立连锁农产品销售体系,

培育品牌。国内市场则可利用区位优势开拓宁波、长

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国内市场,同时国内市场的开

拓也有利于增强农业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3. 2　实施农业科技园区带动战略

慈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面积 16 340 hm
2 ,核心区

的发展壮大和农业龙头企业的成长,极大地调动了示

范区、辐射区农业中小企业和农户发展农业的积极

性。目前,示范区和辐射区内的股份制农业企业、订单

农业、合同农业不断发展,农产品产销合同面积4 000

hm
2,近 1. 00×105 农民成为农业龙头企业的“编外工

人”,并建立包括长河、庵东等镇的10 000 hm2 创汇蔬

菜基地, 新浦、附海等镇的 7 00 hm
2
丝瓜络基地, 周巷

镇 1 000 hm
2
优质梨产业基地等松散型生产基地。因

此, 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核心, 推广农业良种及大

棚工厂化育苗、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立体栽培、

畜禽品种改良等新技术,使得境内其它农业区域和宁

波市域 80 000hm
2 同类农业区域都受到辐射带动,促

进境内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把杭州湾南岸农业经济

建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样板。

3. 3　落实科技兴农战略

杭州湾南岸所在的慈溪市是浙江省率先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 2个实现区之一, 多年来,政府把科技兴

农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十分重视农业

科技投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九五”期间,完成“宁波

慈溪持续高效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及多项省市级攻关计划,涉及园艺(蔬菜)高产高效

技术、滩涂综合养殖技术等多个方面,为现代农业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作为农业发展和产业化

经营的主体力量,其科技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现代

农业的发展水平。在慈溪 8. 85×10
5
人农村人中,乡

村劳动力 5. 85×105 人, 农业劳动力近 2. 00×105

人, 目前已有万名农民领到农业专业技术证书。

为真正落实科技兴农战略, 首先,应培育龙头企

业和科研单位的研发能力,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和人才

培训工作,营造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氛围; 进一

步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合作, 特别是已

有良好科技合作基础的中国农业大学、上海水产大

学、浙江大学、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上海市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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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宁波大学等单位的合作,增强农业科技研发能力,

以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各环节的科技含量。继续加强与

台湾农友、香港高华及日本井田、美国维生、荷兰诺华

等国外种子种苗公司的合作关系,引进名优品种及其

生产技术。其次,采取形式多样的培训和科普活动,提

高农民群体的科技水平。如在各乡镇设立农业科技协

会, 根据“实用、有效”原则, 举办各类农技证书培训

班,分层次、分阶段进行农技培训,以形成包括中小农

业企业经纪人、技术员、“绿证”农民在内的具有市场

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农业科技队伍;定期、不定期的

向农民传送农业产销信息、农技资料, 帮助农民了解

和掌握市场信息和现代农业新技术; 邀请农业专家实

地指导农业生产, 强化农民科技兴农意识。

3. 4　完善 3条特色农业产业链

正如前文所述,杭州湾南岸农业环境资源与现代

地貌格局具有相似的带状分布特征,农业科技园区 3

大特色产业已初具规模。因此,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

完善 3条特色农业产业链,把生产、加工和销售结合

起来,做到内联千家万户,外拓各级市场,以形成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优质蔬菜生产加工产业链建设应以

外向型保鲜、速冻、脱水和腌制蔬菜加工产业升级为

主要内容和发展重点, 以慈溪蔬菜开发有限公司为核

心企业,以长河镇周边的杭州湾、庵东、天元、坎墩等

乡镇 6. 67×103
hm

2 蔬菜基地为示范区, 并辐射宁波

市域及外省的 3. 33×10
4

hm
2
蔬菜生产基地。名特优

水产养殖,加工产业链以烤鳗等水产品加工升级与鲜

活水产品出口创汇,以及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主要

内容和发展重点,以中国徐龙集团公司为核心企业,

以沿海约 5. 30×10
3

hm
2
海涂为示范区, 逐步形成东

部以龙山为主的泥螺、海瓜子、蛏子等贝类养殖基地,

西部以庵东为主的虾蟹养殖基地,中部的鱼、虾、贝类

混养基地, 并辐射宁波市域及省外 2. 67×10
4

hm
2
水

产品养殖生产基地。特色水果种植、加工产业链以宁

波慈溪黄花梨、杨梅产业改造升级为主,以浙江海通

集团公司、台资宁波台逸公司为核心企业, 以杭州湾、

横河等乡镇黄花梨和杨梅基地各 1. 30×10
3

hm
2
为

示范区,并辐射宁波市域 1. 33×104
hm

2 梨和杨梅等

果树生产基地。

3. 5　改善和保护农业环境资源

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良好的水利基础设施

和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是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基本条件。

针对水利建设相对滞后,耕地质量和数量逐年减少、

及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的现象,杭州湾南岸亟需改

善和保护农业环境资源。

首先,应按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要求高标准规划

全区农田水利网,制订建设改造方案, 分阶段实施,争

取在 10～15 a 内完成农田水利网的建设改造, 建成

全长 56 km, 以“三横十一纵”为框架的 14 条骨干河

网, 以形成水系间横向互通、纵向配套的水利新格局。

建设或加固一线海堤,使有效灌溉面积、旱涝保收面

积和抗旱能力 70 d 以上的耕地面积比重分别达到

90% , 80%和 60%。

其次, 由于杭州湾南岸人均耕地面积少, 且城市

化和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使得耕地减少趋势长

期存在, 因而政府应把耕地保护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提到足够的高度,提高非农产业土地利用率,以

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同时以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为手

段, 切实保护耕地。在绝对保证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

地不被占用的前提下,通过围垦、土地整理等方式,增

加耕地数量。耕地质量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保

护耕地数量的同时,还应特别强调耕地质量的保护和

提高,可通过农业技术改进,土地养用结合和必要的

轮作调整, 提高土地肥力;同时还要着手改造中低产

田, 挖掘现有耕地的生产潜力, 促使农业经济产出的

持续有效增长。

最后,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防治环境污染,加

强企业三废治理, 控制企业的污染排放,同时全程监

测农业环境水、气、土等指标, 推广有机肥与生物农

药, 限制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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