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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雯 （长三角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团、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平湖市近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
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开展的农牧
渔“全产业”、防控治“全过程”、市镇村“全覆盖”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三全”模式作为全省唯一代表入选全国五大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典型案例之一；在长三角地区首创提出并建成
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示范区，并将这种治理模式在全域
推广，平湖市为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农业绿色生态一体
化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周胜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所研究员，上海低碳农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平湖市在水稻生产方面主要从节水、节肥入手开展了
低碳农业的实践。节水方面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完善田间水利设施，建成智能灌溉系统，实现区域科学
灌溉管理，既减少了水资源消耗，节约了灌溉动力耗能，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稻田减少灌溉淹水有利于降低温室
气体甲烷的排放；节肥方面全面推进农田化肥减量增效控
污技术，不仅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而且降低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的排放。低碳农业技术的探索为今后农业开展

“双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新强 （“科创中国”长三角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治理
服务团、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平湖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久久为功。在养殖污染治
理、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的经验基础上，对种植业退水治理先
行先试，首创稻田退水“零直排”治理模式，融合了环境工
程、生态工程、水利及建筑工程等技术手段，对稻田退水拦
截降污，同时结合调蓄处理、循环灌溉等措施实现稻田退水
的资源化利用，使稻田退水面源污染物不排入或不直接排
入周围受纳水体,从而达到减量排放的效果，符合我国农业
生态文明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

李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平湖市积极探索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污染负荷核算等

方法，基于多年的监测结果与监测方法的改进，建立了首个
农田面源污染智慧监测与管理平台。该平台通过自动采
样、在线监测、网络传输等，实现农田退水水质与水量在手
机端、PC端等多个终端的可视化；通过水质目标的设定，进
行农田退水的水质实时预警；通过退水水质与水量的拟合，
及时掌握农业面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为农业面源污
染精准化与数字化管理开拓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走进位于平湖市广陈镇赵家堰兜灌区，
连片的水稻茁壮成长。作为稻田退水“零直
排”示范区，这里的稻田被一条条生态沟渠
分割围绕。沟渠中，水生植物非常茂盛。不
远处，17 个退养鱼塘，连通着沟渠。“利用这
一闭环，整片稻田便可实现退水零排放。”广
陈镇农业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宇磊说，
稻田退水经过沟渠、池塘的净化后，再根据
农事灌溉需要，重回稻田。

种植业退水治理是农业生态治理的一
大难题。平湖是嘉兴最早“尝鲜”稻田退水

“零直排”的地方。早在 2016 年，平湖市就
以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为雏形，
升级打造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逐步实现
农田尾水区域化治理。几年间，涌现出了以
广陈镇赵家堰兜为代表的“生态拦截沟+生
态塘”型全封闭环境，以曹桥街道王家浜、新
埭镇鱼圻塘村为代表的“生态拦截沟+断头
浜”型半封闭模式，以钟埭街道活罗浜等为
代表的“生态拦截沟+小河”型开放式模
式⋯⋯

截至目前，平湖市共已建成稻田退水零
直排工程 2 万亩。监测数据显示，自工程建
设以来，平湖市主要河道水质、重点区域水
质得到明显提升；生态拦截削减明显，氨氮
平均拦截率达到 30.3%，总磷平均拦截率达
到27.2%。

要真正实现“田—沟—河—浜”水生态
一体化治理，路长方向明。平湖市农业生态
能源站负责人燕燕说，整个“十四五”期间，
平湖将推动 19 万亩粮食功能区进行稻田退
水“零直排”全覆盖，以提升农业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

稻田退水“零直排”肥水不流外人田稻田退水“零直排”肥水不流外人田

7月的金平湖大地，金色的麦浪涌动，农
民忙着抢收小麦的身影随处可见。一天下
来，田埂上，只留下一排排打包好的秸秆包，
整齐码放着。一打听才知，它们早已被上海
和周边地区的食用菌、草纤维或养殖企业预
订了。

平湖是浙江省十大“产粮大县”之一。
2021 年，平湖市粮食播种面积 42.61 万亩、
总产 18.87 万吨。夏收和秋冬之际，往往会
产生大量的小麦、水稻等秸秆。农业废弃
物，放错了地，污染生态；处置到位，能摇身
一变成“香饽饽”。

不烧不抛，秸秆离田增值效果更好。近
年来，平湖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主线，
整县制推进市域秸秆全量化利用。2021年，
平湖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97.59%，列嘉兴第

一；秸秆离田利用率43.32%，列全省第一。
秸秆发酵种植蘑菇，是平湖农民对秸秆

利用的独特智慧。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平
湖的菇农就开始利用秸秆发酵种植双孢蘑
菇，蘑菇生产后的废料又作为芦笋种植的肥
料。经过几年的培育，平湖靠着一根根的秸
秆，创造性地打造出“稻-菇-笋”生态循环
农业产业链。同时，形成了水稻、蘑菇、芦笋
三大主导农业产业。

将秸秆碳化后通过科学配比制成各项
专用肥；利用秸秆制成生物质燃料，为粮食
烘干供热，实现从粮食生产到烘干的秸秆循
环利用⋯⋯这几年，通过不断完善秸秆机械
化收集体系，平湖秸秆离田已成常态。据
悉，平湖目前每年可离田消纳农业废料 8.5
万吨。

秸秆利用全量化 废弃秸秆变身“香饽饽”

农业生态治理，不只在农田，也绕不开
鱼塘。水产养殖尾水全域治理，平湖走在嘉
兴前列。据了解，平湖聚焦渔业健康短板，
着重开展养殖尾水治理，成为嘉兴首个完成
尾水全域治理的县（市）。

林埭镇徐家埭村的瀚庭家庭农场主要
养殖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排放一直是令
人头痛的问题。前几年，农场改造“三池两
坝”处理池，养殖尾水经过处理系统，层层净
化。治理后的尾水，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

氮削减率分别达到29.1%、47.4%、51.9%，实
现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不同养殖品种，尾水处理有不同的方
式。平湖市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甘翔
说，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进养殖环境，平
湖根据养殖规模、区域位置、品种模式等分
类推进，实现养殖尾水全域治理，并专门制
定技术指导意见，明确尾水处理工艺流程、
日常管理等技术指标。

据了解，平湖市在全省率先完成养殖尾
水全域治理，成功创建首批浙江省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创建省级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22家。

水产养殖要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是必然
之举。近年来，在大力推广“跑道鱼”、稻渔
综合种养等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技术的同时，
平湖市以数字化管理为依托，加快建设渔业
数字化管理信息库，开发渔业数据管理，建
立覆盖全市所有水产养殖主体的数据库。
王甘翔说，目前，辖区渔业企业自动投饲、智
能 增 氧 等 信 息 化 技 术 应 用 覆 盖 率 达
82.8%。同时，通过建设尾水智能化监测示
范点，实现养殖尾水自动监测分析、数据实
时上传。

养殖尾水全域治理 水清岸绿鱼更鲜

专家点评

平湖全域推进农业生态绿色发展

绿色促振兴 生态向未来
肖 未 夏竞舟

近年来，平湖全域推进农业生态绿色发展，创新建立“农牧渔全产业、防控治全流程、市镇村全覆盖”治理新模式，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奋力打造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自2013年以来，平湖市乡村生态环境逐年提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69.4%提高至93.7%，全市主要河流实现了普遍劣五类水质到三类水质为

主的历史性转变。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三全”模式更是入选全国五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典型案例之一。

（本版图片由平湖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在平湖一稻田里，工人正在进行秸秆捆扎作业。

平湖市生态渔业鸟瞰

在平湖的水稻田里在平湖的水稻田里，，农业植保无人机正在作业农业植保无人机正在作业。。

在绿迹数字农业工厂里，打开手机，一
个月前种的菠菜，用了哪些药，啥时施的
肥，每次用量多少，一清二楚。基地负责人
余魁说，基地靠着“智慧管家”“浙农优品”，
实现了投入品管理的全领域全周期闭环管
理。

科学施肥“一键到田”；虫情精准指导防
治⋯⋯肥药管理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平湖深
入开展的“肥药两制”改革，即化肥农药实名
制购买和定额制施用。2021 年，平湖市成
功创建全省首批“肥药两制”改革综合试点
县，同时，“智能虫情监测系统集成应用”入
选全国优秀案例。

数字赋能，“肥药两制”改革成效翻倍。
据了解，平湖通过探索打造“肥药两制”精准
技术服务场景应用，打通农资管理等各关联应
用系统，实现数据整合共享。农户通过手机
移动端，即可随时上传作物病虫草害图片。

“浙样防”平台，在线识别诊断，结合智
慧虫情监测及定点病虫监测记录，点对点、
针对性地发布统防统治方案。“浙样施”平
台，自动关联农户田块肥力监测数据，建立
全市田块与农户一一对应的肥力数据库，推
送施肥建议方案，运用无人机等智能农机服
务，实现技术服务实时对接、肥药施用精准
到户、数据记录自动上传。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更高水平绿色
发展。平湖市植保土肥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李建强说，眼下，平湖已建立首个农田面源
污染智慧监测与管理平台。该平台通过自
动采样、在线监测、网络传输等，开展水稻氮
磷流失智慧监测，进而筛选出更好的施肥模
式，从源头上减少化肥的投入。

据悉，平湖市域农资市场肥料结构已呈
现根本性调整，配方肥占比由 2020 年的
30%左右提高到2021年的70%。

“肥药两制”改革 肥药施撒有了“节流阀”“肥药两制”改革 肥药施撒有了“节流阀”

平湖稻田退水“零直排”区域的生态沟渠。

专家组对平湖市麦—稻轮作区农田氮磷流
失智慧监测与源头阻控技术研究项目进行验收。

平湖农业部门开展规模主体免费取土测土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