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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

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强化源头治理，推

动资源高效利用，加大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

力度，发展清洁生产，加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门以绿色发展

为导向，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强化科技集

成创新，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监督管理制度，搭建

先行先试平台，推进农业资源利用集约化、投入品减量

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加快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农业绿色发展不断取得

新进展。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我国发布了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农

业绿色发展有了新部署，农业全产业链绿色转型深入推

进，农业农村增绿取得新成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本报告以客

观、权威数据为支撑，系统反映了2020—2021年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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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重大行动和主要进展。报告在框架设计上保留了资源节

约保育、产地环境保护、绿色产品供给和生活富裕美好等核心板块，同时突出农

业绿色低碳、生产“三品一标”和数字体系建设等新内容。报告主体包括绿色理

论、绿色技术、绿色评价、绿色生产、绿色生态、绿色生活和绿色案例等当前社

会关注的热点领域，共10章。

报告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统筹组织，具体编制工作由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研究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布局与区域发展创新团

队牵头承担。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计划财务司、乡村产

业发展司、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市场与信息化司、国际合作司、科技教育司、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种植业管理司、畜牧兽医局、渔业渔政管理局、农垦

局、种业管理司、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

办公室等有关司局给予了指导和大力支持，各省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提供了典型案

例素材，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等有关单位

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建议，中国农业出版社对本报告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

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本报告的出版能为推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的

参考和借鉴。

本书编委会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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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取

得积极进展。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化，

加强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收行动，加快

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强调，“新发

展阶段促进农业保供、农民增收，都要以绿色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农业的高质量

发展更要体现‘生态优先’的导向。要坚持不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长江、黄

河流域为重点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继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持续抓好长

江十年禁渔，以乡村生态之兴，来夯实农业稳产保供之基”。农业农村部门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要求，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农业农村工作更加注重

农业保供增收与绿色发展的统筹协同，农业生产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

生态保育，农业全产业链全面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资源生态根基不断强化。本报告以客观、权威数据为支撑，从生产、生活、生

态、科技等多角度系统反映2020—2021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重大行

动和主要进展。

一、我国农业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结合《“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和保供增收与

减碳增绿协同推进要求，优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新增加万元农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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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碳排放、农业生产能力和恩格尔系数3项指标，构建了由资源节约保育、生态

环境安全、绿色产品供给和生活富裕美好4个维度16个指标组成的农业绿色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数模型。定量评价全国和79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以下

简称“先行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2020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76.91，较上一年提高0.36％，比2015年提

高了2.29％。从分维度指数变化来看，2020年生态环境安全指数、绿色产品供

给指数和资源节约保育指数都有明显提升，分别较上一年提高0.62％、0.45％和

0.3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上一年增加

2.67个百分点，生活富裕美好指数略有下降。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率先开展先行先试，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2020年绿色发展指数平均达到80.38，整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先行区之间

发展也不平衡。上海市松江区和崇明区、成都市青白江区等7个先行区指数超

过85，农业绿色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奇台县、颍上县、南平市等36个先行

区指数为80 ～ 85，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先进行列；31个先行区指数为

75 ～ 80，农业绿色发展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二、农业资源节约保育水平不断提高

坚持节约保育优先，优化资源配置，耕地、水等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

高，农业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的农业生产制度初步

建立。

（一）耕地质量稳步向好

耕地是农业的“命根子”。通过加强规划引领、拓宽资金渠道筹措途径、强

化评价激励作用、完善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标准和健全农田建设管理体制等措

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落实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867亿元，比2019年增加7.8亿元；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8 391万亩a、高效节水灌

溉2 395万亩，超额完成年度建设目标任务。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建成8亿

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达4.76以上。

a　亩是中国非法定计量单位，15亩=1公顷。下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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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编制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组织实

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建立黑土地保护工作机制，召开黑土地保护利用现

场会和《实施方案》推进落实会。

持续开展退化耕地治理试点，在江苏等13个省（区、市）耕地酸化问题突

出的重点县（市、区），开展综合治理试验示范200万亩；实施耕地土壤盐碱化治

理，在河北等8省（区）开展轻、中度盐碱耕地综合治理试验示范80万亩。

（二）农业高效节水建设持续推进

通过实施农业节水增效行动，开展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优化农业用水管理机制体制，补齐农田水利工程短板，加快调整农业

用水方式，我国农业节水事业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全国灌溉面积发展到11.35

亿亩，节水灌溉面积5.67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74亿亩，与2013年相比，节

水灌溉面积增加1.60亿亩。全国农业用水总量持续下降，2020年全国农业用水总

量仅为3 612.4亿米 3，比2013年减少309.12亿米 3，降幅达到7.88％。农业用水效

率不断提高，2020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65，比2019年提升了

0.006，比2018年提升0.01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良好，新增改革面积持续扩

大，2020年，全年新增改革实施面积1.3亿亩以上，累计实施改革面积超过4亿亩。

（三）农业生物资源保护取得新进展

开展农业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修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推动

将480余种野生植物纳入保护名录，组织开展野生稻、野生大豆、小麦野生近缘

植物等2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截至2020年底，我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总量超过52万份，其中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总份

数45.1万份，43个种质圃保存总份数7.2万份。确定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8个、

保护区24个、保种场173个，形成完善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启动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前期准备工作，持续推动国家淡水渔

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立项。调整完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开展黄河渔业资源保

护管理调研，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贯彻落实“一决定一法”有关要求，修订

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物种数量由

48种（类）大幅提高至302种（类），推进水生野生动物配套规章的制修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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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管，广泛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推动将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纳入生物安全法范畴，强

化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综合防控，开展调查监测。

三、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效明显

以化肥农药减量使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膜减

量与回收利用为主要抓手，推进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

（一）化肥施用量持续减少

深入实施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深入推进粮棉油生产大县化肥减量增效试点，

大力推进果菜茶有机肥替代试点，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开展肥料统配统施社

会化服务，全面提升科学施肥水平。全国化肥施用量不断下降，2020年，全国化

肥施用量为5 250.65万吨（折纯），连续五年保持负增长；全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

施用量20.90千克 /亩，较2015年减少3.17千克 /亩。化肥利用率明显提高，2020

年全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40.2％，比2015年提高5

个百分点。施肥方式不断改进，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超过20亿亩次，

技术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机械施肥面积超过7亿亩次、水肥一体化面积超过1.5

亿亩次，分别比2015年增加16.7％、87.8％，盲目施肥和过量施肥现象得到基本

遏制。施肥结构不断优化，氮磷钾施用比例由2015年的1 ∶ 0.53 ∶ 0.36调整到

2020年的1 ∶ 0.49 ∶ 0.42，减氮控磷增钾效果明显。

（二）农药利用率稳步提升

推进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重点抓好农药安全使用，有序推进专业化服务发

展，全力助推农药精准施用，大力推进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推进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农药使用量明显减少，2020年全国农药使用量24.8万吨（折纯

量，下同），比2015年减少16.8％；“十三五”期间年均农药使用量27万吨，比

“十二五”期间减少9.4％。2021年，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化学农药使用总量减少

2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农药利用率提高，用药结构更趋合

理，2020年全国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达到40.6％，比2015年提高了4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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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微毒、低毒和中等毒性农药使用比例达98％以上，高毒农药使用比例下降到

1％以下。专业化服务水平得到提高，2020年全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

物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15.9亿亩次，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1.9％，比2019

年提高1.8个百分点。绿色防控水平明显提高，2020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绿色防

控面积近10亿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41.5％，比2015年提高18.4个百分点。

（三）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继续开展秸秆资源台账建设，跟踪秸秆资源及其综合利用情况，不断强化科

技支撑，建设356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打造20个全域全量利用的典型样板，

持续探索秸秆补偿制度创设。2020年，全国秸秆产生量8.56亿吨，可收集量7.22

亿吨，利用量6.33亿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7.6％，肥料化和饲料化为主、燃

料化为辅的“农用优先”利用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进

加强种养结合发展，明确粪污还田与达标排放执行不同的标准，选择12个县

开展以粪肥还田利用为重点的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试点工作，印发《“十四五”全

国畜禽粪肥利用种养结合建设规划》，支持建设一批整县推进县，推动粪肥科学

高效还田。继续实施整县推进项目，支持120个符合条件的非畜牧大县实施整

县推进项目，扩大项目覆盖面。截至2020年底，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大型规模养殖场全部完成

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任务。

（五）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出台《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构建覆盖农膜生产、销售、回收、使用等环节

的全程监管体系。继续在甘肃、新疆、内蒙古建设100个农膜回收重点县，大力

推进标准地膜应用、机械化捡拾、专业化回收，不断健全回收利用体系。在西北

地区选择6个县开展农膜回收区域补偿制度创设试点，探索建立相关补贴资金与

农膜回收相挂钩的补贴机制。2020年全国农膜使用量238.9万吨，较2019年减少

0.79％；其中，地膜使用量为135.7万吨，地膜覆盖面积1 738.7万公顷，较2019

年分别减少1.61％和1.37％。目前，全国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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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绿色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推进农业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行动，加快实施良种联合攻关与遗传改良计

划，逐步推行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持续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实施食用农产品

达标合格证制度，积极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供给明显增加，2021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确认了第一批100处全国种植业“三

品一标”基地。

（一）育种创新成效明显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强化政策支撑引领，印发《国家玉米、大豆、水稻、

小麦良种重大联合攻关计划（2020—2024年）》《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

2035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计划用3年时间，

全面摸清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种质资源家底，抢救性保护一批珍稀、濒危资源，

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新库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成试

运行。加快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深入推进玉米、大豆、水稻、小麦四大

作物良种联合攻关，组织开展特色作物、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与遗传改良计划。加

快推进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加大制种大县奖励力度，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

工程，加强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监管与建设，持续提升育种基地建设水平。国家

审定通过的主要作物品种快速增长，其中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棉花通过国

家审定的品种从2016年的165个增加到2021年的1 875个。

（二）农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强化统筹协调，制定《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食用农

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任务

的工作路径和保障措施。建设绿色生产标准化基地，启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试点，遴选确定11个品种、109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基地。开展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点。持续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建设。实施“绿色食

品标志规范使用行动”。截至2020年底，全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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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获证单位总数23 639家，获证产品总数50 295个，同比分别增长18.5％、

15.6％；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单位516家，原料基地742处，

总面积超过1.7亿亩，近2 247万农户参与基地建设；全国2 760个县开展了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试行范围内生产主体覆盖率达到35％，已开具合格

证2.2亿张，带证上市农产品4 670.5万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达到97.8％。

（三）农业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2021年，启动建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标准，引领品牌高质量发展。各

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编制农业品牌发展规划，实施农业品牌

建设行动，逐步建立农业品牌扶持政策体系。启动脱贫地区品牌公益帮扶行动，

重点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农业农村部帮扶县，探索脱贫地区农业品牌创建

机制和发展路径。

开展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建设和特色优势农产品目录建设，指导行业协会加强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建设，发布300个区域公用品牌目录和108个农产品品牌目录，

制定品牌消费索引，共推介31个省（市、区）的品牌消费索引和4个专项消费索

引。2020年纳入目录管理的30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交易总额达41.67亿元，

较2018年增长19.5％；交易总单数5 662万笔，较2018年增长13.68％；复购单

数1 469.64万笔，较2018年增长25.25％。充分利用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

览会等国内知名农业展会和产销对接活动，提升农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

响力。

（四）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

建设一批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31条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开

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开展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创建，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试点基地建设，扩大农业标准化覆盖率。组织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创建活动。启动实施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促进渔业养殖尾水达标治理。健全农

业标准体系，发布175项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完成1 000项农兽药残留标准制

定，现行有效农业行业标准5 811项，基本覆盖农业绿色发展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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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绿色低碳化取得新进展

强化政策支撑引领，研究制定《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明确减排固

碳等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科学测算减排固碳潜力，对41种农产品和

7种加工产品，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农田碳汇等的减排固碳潜力进行系统

分析预测。建设监测评估体系，建立完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监测指标、关键参

数、核算方法，在不同区域、不同生产场景布局监测网点，开展温室气体排放和

农田固碳能力长期定位监测，进行常态化分析评估。

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一是抓减碳。优化稻田水分管理，推广科学施

肥方式，改进畜禽饲养管理，加强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和秸秆综合利用，减少种养

环节温室气体排放。推广绿色节能农机，加快老旧农机渔船淘汰，降低农业生产

化石能源消耗。推广生物质能、光能等综合开发利用，抵扣化石能源排放。二是

抓固碳。加强退化耕地治理，推广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加农田碳汇。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鱼菜共生等高效生态渔业，开展贝类藻

类养殖，实现渔业生物固碳。

五、乡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比不断缩小，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为农民安居

乐业和农村和谐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

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对粮食生产、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等支持力

度，稳定提升农民经营性收入。突出优势特色，推进全产业链建设，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支持脱贫人

口外出务工和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 931元，比上年增长10.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明显高于全国8.1％的GDP增速；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0，比上年缩小0.06。收入结构更加优化，2021年全国农村

家庭工资性收入达到7 958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到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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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农村人居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村长期存在的脏乱差局面得到扭转，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

净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环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农村厕所革命、生

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

果，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十四五”农村人居环整治提升工作顺利开局

起步，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效。

六、农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初步建立

经过近五年探索，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点上突破、以点带面、全面转型”的

推进机制初步成型。推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数字体系

和国家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改革创新经验，

持续探索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模式，引领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一）强化规划引领

2021年8月，农业农村部等8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

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工作作

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聚焦绿色发展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农

业生态保护修复、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健全体制

机制等重点任务，为新时期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指引。

（二）持续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

各先行区积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建立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标准、产

业、经营、政策、数字等支撑体系，探索了一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好经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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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建成了一批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试验平台，形成了“点上突破、以点带面、

全面转型”的推进体系，区域布局合理、资源利用高效、生产过程清洁的农业绿

色发展格局初步构建。

（三）启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体系建设

农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体系既是绿色农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数字农业的重要内

容。数字农业与绿色农业的融合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

在总结国内外数字农业与绿色农业融合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技术体系的内涵和关键特征，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体系的总体框架

和主要任务，构建了“1＋1＋N”的农业绿色技术观测试验数据平台的总体架构。

（四）稳步推进国家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

建立国家重要农业资源台账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摸清资源

本底、掌握动态变化、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各地农业农

村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建设范围逐步扩大，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数据体系不断丰

富，基本建立以一本账、一个体系、一套标准、一个平台、一套制度为主要内容

的台账制度。

七、农业绿色发展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聚焦农业绿色发展基础理论、农业绿色发展实现路径、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

振兴战略等重大课题，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探索不断深化，重点在中国特色

低碳农业经济理论、农业企业绿色发展评价、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农业农

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面向稳产保供、提质增收与生态添绿协调推进，构建了小麦两墒两水两减绿

色高效生产技术、东北玉米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

术、蔬菜流水线贴接法高效嫁接育苗技术、草地贪夜蛾综合防控技术、苜蓿套种

青贮玉米高效生产技术、秸秆炭化还田减排固碳技术、床场一体化养牛技术、池

塘流水槽循环水养殖技术和陆基高位圆池循环水养殖技术等10项农业绿色发展技

术，为全面构建以绿色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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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业绿色发展模式探索取得新进展

各地积极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推进模式，绿色发展成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报告展示了10个农业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包括“辽宁省大连市庄河

市：做好‘三’字文章，着力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

聚焦三个关键，筑牢农业面源污染‘防护堤’”“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实行农业

投入品全周期管理，守好绿色责任田”“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做好‘两无化’

文章，发展绿富美生态茶园”“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坚持‘三链’协同网格管

理，筑牢食品安全‘绿色防线’”“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绿色种养促循环，修复

耕地保安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创新绿色技术集成，实现化肥减量增效”“海

南省三亚市：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利用，夯实南繁硅谷绿色发展基础”“四川省成

都市邛崃市：分类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升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建立残膜回收长效机制，全力打好净土保卫战”，

为构建我国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参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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