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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昨天，记者从政府部门获悉，我省出台《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定在2100万吨以上 

 我省提出，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
农业发展格局。

 农业生态环境将更加优化。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45%；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5%，农膜回收率达到80%。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
湿地面积不低于1365万亩，基本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9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86.5%。

 资源利用将更加节约高效。到2020年，严守4391万亩耕地红线，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建设高标准农田达2825
万亩，全省耕地质量平均比2015年提高0.5个等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1以上。

 绿色供给能力将明显提升。到2020年，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2100万吨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持续稳
定在98%以上，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比重明显提升，品牌农产品占
比明显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2020年1600家企业农产品可追溯

 我省提出，健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机制。围绕稳粮、优供、增效目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集中力
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全省新增高标准农田1158万亩。

 到2020年，全面完成我省2800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和700万亩油菜籽生产保护区（含水稻和油菜籽复种区600万亩）
的划定任务，做到全部建档立卡、上图入库，实现信息化和精准化管理。

 坚持生产优先、兼顾生态、种养结合的原则，将全省划分为重点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在确保粮食等
主要农产品综合产能的同时，保护好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实施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优质稻、蔬菜、果业、茶业、水产、草食畜、中药材、油茶、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等九大产业发展工程。到2020年，培育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6个（稻米、蔬菜、果业、畜牧业、水产、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超100亿元的产业3个（茶叶、中药材、油茶）。

 建立质量追溯平台，健全质量保障制度，力争2020年全省可追溯农产品企业达1600家以上。引导各地创建一批农业
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示范场（企业、合作社）。推动“菜篮子”大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整
建制按标生产，力争2020年全省绿色有机种养面积达2000万亩，创建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50个。

 实现环境监测点县级全覆盖

 我省提出，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有机养分替代、新型肥料推广应用力度。

 完善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等资源化利用制度。坚持疏堵结合、以用促禁，形成适合各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
线和管理制度，建立秸秆禁烧机制。加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到2020年每个畜禽生产县（市、区）至少建
成1个无害化集中处理场。

 强化耕地、草地、渔业水域、湿地等用途管控，严控围湖造田、滥垦滥占草地等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资源环境的
破坏。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措施。大力开展领导干部生态资源环境离任
审计制度，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管控责任。

 探索建立江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预警机制，以主导产业和耕地为重点，进一步细化环境监测覆盖区域，实现监测点
县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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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200个现代农业综合体

 加强重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建设与管护。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工作。

 坚持禁渔期制度，逐步在“五河”干流推行禁渔期制度，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严厉打击
非法捕捞行为。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程，加快水生生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加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度，每年放流鱼苗2亿尾以上。开展珍稀水生野生动物驯养与利用许可专项检查执法，健
全驯养与利用台账和数据库。探索江豚保护机制，开展鄱阳湖江豚监测，提升长江江豚救护和保护能力。因地制宜实
施河湖水系自然连通，确定河道砂石禁采区、禁采期。

 我省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四区四型”（四区：生态种养区、精深加工区、商贸物流区和综合服务区，
四型：绿色生态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为一体的发展模式，打造要素集中、产业集聚、发展持
续、环境美好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态旅游和乡村体验的消费需求，力争2020年全省创建200个现代
农业综合体。

 培养2000名新型农业技术人才 

 保障措施方面，我省提出，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落实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积极创新补贴方
式方法，大力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联动统筹财政支持资金，构建农业结构调整九大产业稳定投入
机制。

 构建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推广水稻优质高产主推品种和粮油绿色高效主推技术，着力打造一批
主要农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田、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

 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每年规范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万人。创新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培养工
作，到2020年培养2000名左右扎根农村、献身农业、服务农民的新型农业技术人才。健全生态管护员制度，在生态环
境脆弱地区因地制宜增加护林员、草管员等公益岗位。

 实施农业绿色发展全民行动。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工艺技术和设备应用，引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动开展技术
改造，改善经营管理，推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农药和物理防治、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和农
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水生生物保护，以及投入品绿色生产、种养结合、加工流通绿色循环、营销包装低耗低碳等
。

 我省将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将农业绿色发展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和领导干部生态资源环境离任审计重要内容
。（全媒体记者 吴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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