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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教发〔201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

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渔业厅（局、委、

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打

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坚决把资源环

境恶化势头压下来，让透支的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2015年中

央 1号文件对“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作出专门部署，强调要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的重大任务。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部署要

求，坚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要求 

（一）深刻认识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意义。

农业资源环境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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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保障。随着人口增长、膳食结构升级和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

农产品需求持续刚性增长，对保护农业资源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

压力，已成为制约农业健康发展的瓶颈约束。一方面，工业和城

市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排放，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令人堪忧；另

一方面，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

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

益严重，加剧了土壤和水体污染风险。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

坚战，确保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农业是高度依赖

资源条件、直接影响自然环境的产业，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可以充分发挥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把农业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

“生态屏障”，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二）理清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思路。要坚

持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科技进步、创新体制机制的发展思路。要

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根本出路，促进农

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走

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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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依靠，积极推进

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坚定不移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

农业，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信息化步伐，加强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努力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要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强大动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构建覆盖全程、综

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推进政府购

买服务和第三方治理，探索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生态补偿机

制。 

（三）明确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工作目标。力争

到 2020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实现“一控

两减三基本”。“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

节水农业，确保农业灌溉用水量保持在 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5；“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

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确保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达 90%以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30%以上，肥料、

农药利用率均达到 40%以上，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

实现零增长；“三基本”，即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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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确保规模畜禽养

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 75%以上，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 85%以上，农膜回收率达 80%以上。农业面源污染监

测网络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模式和运行机制

基本建立，农业资源环境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明显提高，

农业生态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二、明确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 

（四）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湖排

污总量，加强灌溉水质监测与管理，确保农业灌溉用水达到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严禁未经处理的工业和城市污水直接灌溉农田。

实施“华北节水压采、西北节水增效、东北节水增粮、南方节水

减排”战略，加快农业高效节水体系建设。加强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和节水改造，推广保护性耕作、农艺节水保墒、水肥一体化、

喷灌、滴灌等技术，改进耕作方式，在水资源问题严重地区，适

当调整种植结构，选育耐旱新品种。推进农业水价改革、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试点工作，增强农民节水意识。 

（五）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在设施农业

及蔬菜、果树、茶叶等园艺作物上的应用，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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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创新服务方式，推进农企对接，积极探索

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结合、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模式。推进

新型肥料产品研发与推广，集成推广种肥同播、化肥深施等高效

施肥技术，不断提高肥料利用率。积极探索有机养分资源利用有

效模式，鼓励开展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合理调整

施肥结构，引导农民积造施用农家肥。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

力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着力提升耕地内在质量。 

（六）实施农药零增长行动。建设自动化、智能化田间监测

网点，构建病虫监测预警体系。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因地制

宜集成推广适合不同作物的技术模式；选择“三品一标”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一批示范区，带动大面积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措施。

提升植保装备水平，发展一批反应快速、服务高效的病虫害专业

化防治服务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有

效提升病虫害防治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扩大低毒生物农药

补贴项目实施范围，加速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

用，逐步淘汰高毒农药。 

（七）推进养殖污染防治。各地要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及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按照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原则，科学

规划布局畜禽养殖。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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