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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六

◇蒋丽(铜陵学院铜陵244061)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来，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各行业中广泛渗透与融合，形成了

系统化的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与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有着密切联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求农业改变传统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实现精准、绿

色、智慧化农业生产模式，同时农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的农产品生产，还要尽可能提升农业产业的

产品附加值，建立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能，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现代农业与生态文明》一书是由曹林奎和黄国勤共同撰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

是我国农业与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在农业生态研究、农业生产与污染物控制领域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发

表了多篇与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的论文。该书是作者对其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对生

态文明理念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立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就新时期生态农业实现方式

进行分析与整理，对新技术、新农业、立体农业产业链条、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相关问题进行整体阐

释，对推进新时期农业绿色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从内容上看，该书共包括九个章节．每个章节有侧重地对农业和生态文明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

章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性，总结了生态文明理念下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9第

二章则是作者基于研究经验就现代农业进行展望，分别从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文明需求、农业工业化角度

总结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第三和第四章则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对现代农业的特征趋势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实践进行梳理；第五和第六章则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就农业产业链建设进行研究，提I

出应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以进一步延伸农村地区产业链条、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第七至第。

九章分别就精准农业、立体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进行阐述，详细介绍了与之有关的现代农业生产

模式和生产技术，有助于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助力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的建立。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双重背景下，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进行改革与调整是农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处

于基础性地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模式比较粗放、农

业生产污染物排放较高，导致我国农业产能提升困难，农业生产的环境代价过高，不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的实现。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下，有必要对农业生产模式、生产技术、产业结构进行调

整．构建更加生态、绿色、可持续的农业产业结构。为此，从该书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是加强现代科

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利川I现代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污染物排放，构建现代智

能化农业生产模式；二是延长农业1'z、Ik链条，构建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业生态

旅游、 “农家乐”等，提高农业产、Jk结构的合理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加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

备的普及和推广，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通过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民来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

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 《现代农业与生态文明》一书对农业现代化及农业产业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研究和分析，对

推进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均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值得农业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及农村基层

建设者阅读和参考。

*项目来源：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研究”(编号：18BKSl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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