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云南省瑞丽市农岛镇弄木莱村
的橡胶种植大户罗忠来讲，2023年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

2019年，一种名为薇甘菊的草本植物
入侵了罗忠承包的橡胶园。据他回忆，薇
甘菊的入侵如同“洪水猛兽”，在发现后的
3 年内几乎完全覆盖橡胶园，薇甘菊藤蔓
在地表“编织”成 15厘米以上的地毯式覆
盖层，甚至攀援至 10米以上的橡胶树上，

“绞杀”橡胶树和其他本地植物。罗忠也
曾高价聘请农户帮忙铲除，但薇甘菊在除
后一两个月又迅速恢复成原样，经历多次
失败，罗忠干脆直接放弃了管理，橡胶园
因此荒废。

薇甘菊是什么植物？它的“破坏力”
为何这么强？

“薇甘菊是一种繁殖能力强、生长速
度快、危害性严重的入侵物种，开花结实
能力强，一株薇甘菊在一年内可开花上万
朵，种子量高达 40 万粒，而且种子具冠
毛，可随气流、水流远距离扩散。”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刘博
告诉记者，每株薇甘菊的主茎与分枝长度
总计达1000米以上，每天最快生长速度可

达 20 厘米以上，而且具有较强的克隆繁
殖能力，其根、茎和叶碎片接触土壤均可
生根长出新的植株。因此，薇甘菊能迅速
攀援到其他乔木、果树或农作物顶部，形
成巨大覆盖层，导致本地植物无法正常光
合作用甚至“窒息死亡”，是世界三大“恶
草”之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张付斗研究员介
绍，2007 年以来，在云南沿边 8 个地州的
热带、亚热带地区，薇甘菊每年以 20-30
公里的速度扩张，发生面积成倍增长。由
于其极强的繁殖能力、生长速度和种间排
异能力，被称为“生物多样性杀手”。

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西南生态安全
屏障，防控外来生物入侵，直接关乎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早在 2007
年，云南省就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作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工作，提出坚决
遏制薇甘菊的扩张势头。云南省农业农
村厅统一领导和组织监测、预警与防控
工作，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承
担科技攻关与应用，积极提供科技支撑
与服务。

2023年，云南省农科院薇甘菊防控团

队对罗忠橡胶园内的 600 余亩橡胶采取
了林下套种红薯替代控制薇甘菊的技术
应用，当看到防除效果高达92.5%时，罗忠
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荒废的橡胶园逐
步恢复，也重新提振了当地农户对薇甘菊
可防可控的信心。尤其让罗忠感到欣喜
的是，套种的红薯每亩产量达到3200公斤
以上，去年收益近30万元。

在研究防控薇甘菊技术的过程中，许
多专家曾设想：云南省生物资源多样，这
能否作为抵御薇甘菊入侵的关键技术和
方法？

“由于传统的农业、物理或化学防治
措施，对薇甘菊的防控效果不理想，投入
人力和物力成本高，但经济效益并不显
著，导致农民参与防控的接受度、意愿度
和普及率较低。”云南省德宏州农业环境
保护监测站康云昌副站长介绍，考虑到
一些林地、橡胶园、果园和农田在遭到薇
甘菊入侵后，农户不想防除甚至直接落
荒，选择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的替代物种就成为了技术攻关团队的突
破点。

张付斗介绍，其团队通过替代物种

及其组合技术的创新，集成了以替代控
制为核心，结合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选
择性除草剂应用的生态控制技术和应用
模式，通过核心示范和辐射应用，2021 年
以来防控面积超过 5.3 万亩次，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专家的研究成果让我很心动，也想
在薇甘菊侵害的柚子园种植红薯替代控
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水果
种植大户玉哈同样深受薇甘菊入侵之
苦。云南省薇甘菊防控团队实地查看分
析园区生境条件后，为玉哈提出柚子树套
种枫茅替代薇甘菊的建议。2023年，园区
开展了 120余亩试验示范，防除效果同样
达到90%以上，每亩收入增加8400元。

近年来，按照因地制宜、科学防控的
原则和对策，云南省基于薇甘菊的生物学
特性、入侵生境条件和危害对象，积极组
织监测、预警与防控工作。通过全方位防
控工作，有效遏制了薇甘菊的扩张蔓延势
头，在高风险区域有效控制其入侵危害，
在扩散区域及时根除 420余个入侵点位，
在暴发区域的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成倍
下降。

云南：生态防控技术“拯救”荒废橡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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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越冬苏醒
的福寿螺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在农田里

“大快朵颐”。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福寿螺的危害，近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李义村，村民
在村干部的组织下，自带简易工具，卷裤
下田开展了一场捡螺活动。经过长达 2
个小时的捡螺、捡卵，村民共收集福寿螺
15 斤、螺卵 13.5 斤，并进行了挖坑填埋无
害化处理。“现在辛苦，将来增产！将这些
粉色的卵块消灭掉，秧苗就不会被吃光
了！”村民边捡螺边说。

全方位多举措 科技筑牢
福寿螺防控之“墙”

经过多年探索，李义村已对治理福寿
螺形成了一整套细致的方案：加设过滤
网，将稻田划为每个方格田 0.5 亩以内的
井字形，细化耕作管理；放养青鱼，探索稻
鱼共生模式生物灭螺；在水稻播种前采取
深翻土地、人工清理、撒石灰粉等方式加
大灭螺力度。

小小福寿螺，治理起来为何如此之
难？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专家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后期，福寿螺被
带进四川省，后因养殖逃逸，在农田生态
系统定殖，目前已分布在四川省 19 个市
州，对水稻种植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来，
福寿螺田间年际累积效应明显，给种粮大
户带来严重困扰。

福寿螺全生育周期包括卵、幼螺和成

螺三个阶段。如果说成螺是危害主体，那
么幼螺则是成螺重要的“接班人”，卵块是
福寿螺种群发展壮大的“后备军”。“只有
掌握福寿螺不同发育阶段的生活特点，才
能做到有效防控。”专家说。

根据福寿螺生活的阶段特征，四川省
农科院植保所专家团队提出以人工捡拾
大螺、人工拍碎卵块、水口集中捕捞大螺
集中杀灭为主的农业防治技术；利用幼螺
小、卵块醒目易被取食的特点，制定稻田
放鸭取食幼螺和卵块为主的生物防控技

术，弥补了人工捡拾或捕捞对小螺效果不
佳的短板；利用福寿螺随灌溉水流扩散的
习性，在灌溉渠干流、支流和稻田进水口
制定安全拦截网，将准备逃逸的福寿螺

“一网打尽”。
面对福寿螺对粮食安全、生物安全

和生态安全造成的威胁，自 2008年起，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四川省农科院和
地方农业农村局协同配合，多次开展福
寿螺调研和防控试验示范，召开全国福
寿螺灭除现场会，福寿螺综合防控技术

示范效应显著。

分区分策 扎牢治理福寿
螺的每一个“笼子”

“四川省地处西南腹地，横跨五大地
貌单元，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样的地
貌条件、复杂的气候条件，福寿螺在不同
区域定殖后的发生发展情况和危害特点
各不相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资源
环境处处长张柯介绍，根据省内不同区域
特点，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分区分策，实现
了精准治理。例如在稻田占比高的平原
区，进行大面积统防统治、综合防治；在湿
地湖泊和稻田混合发生区，多部门协同实
施清除越冬螺源、养鸭放鸭、稻田插杆诱
卵等措施；在农田生态环境相对隔离的丘
陵区，养鸭放鸭，防治效果可达到 90%；而
在稻田没有发生但周边水域已有福寿螺
分布的区域，则加强对福寿螺的扩散拦
截，力争将福寿螺控制在农田之外。

“根据生态总站发布的防控指导意
见，在福寿螺重发生区，要强化防控措施，
以挽回产量损失为第一目标。而在轻发
生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要搞好监控，保
证福寿螺分布不扩大，危害不加重，要扎
牢治理福寿螺的每一个‘笼子’。”张柯说。

四川省还充分利用“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场”，将福寿螺综
合防控理念和综合防控技术植入示范农
场，由示范农场来带动周边农业生产，助
力全省福寿螺监测和防控工作。

四川：科技来“亮剑”秧苗不遭殃

农户正在打捞田间的福寿螺。 陈晓娟 摄

□□ 顾士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村外，麦苗青青晕染出一片绿色；村里，
蜿蜒水泥路直达生态养殖场，春天的乡村生
机勃勃。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邱集
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多措并举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构筑绿色发展新格局。

近日，走进邱集镇王宇村畜禽废弃物处
理中心的厂房，只见一条有机肥生产线正在
运转，发酵后的粪便被机器“吞”了下去，

“吐”出黑色粉末状的有机肥料。工人们则
在有条不紊地打包、搬运、分包，一袋袋有机
肥整齐地堆放在工厂一侧，犹如一座小山。

王宇村是传统的种养殖大村，目前全村
有 4 户养牛存栏 1000 多头、10 户养猪存栏
4000多头、13户养鸡存栏 8万多羽。畜禽粪
污的处理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到
了夏天，不仅气味难闻，还容易滋生蚊蝇。
2023 年，邱集镇党委政府牵线搭桥，王宇村
成立睢宁鑫思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农业
公司的帮助下，引进了禽畜粪污资源化利用

技术，总投资3000万元建立畜禽废弃物处理
中心，对产生的畜禽粪污进行烘干发酵处
理，做成有机肥料进行销售。“过去，鸡粪送
人都没人要，现在送到这里来，还给我们运
费钱。粪污处置一直是制约我们扩大养殖
规模的瓶颈，现在瓶颈打通了，我们有信心
扩大养殖规模了。”养了 20多年鸡的王建章
感慨道。

“我们把养殖户的畜禽粪污收集起来，
经过厌氧发酵，有效去除其中的硫化成分，
经过干湿分离等多道工序，把原本令人避之
不及的粪污转化为有机肥。”王宇村党总支
书记王腾介绍，“前期我们进行了调研，目前
邱集镇生猪存栏 3.4 万头，其中规模养殖场
12个，存栏13670头；规模养鸡场33个，存栏
蛋鸡 245500 羽；规模牛场 25 个，存栏肉牛
1823 头；规模肉鸭场 17 个，年出栏肉鸭 120
万羽；规模羊场 7 个，存栏羊 4210 头。我们
生产的原料是有的，而且我们的有机肥也不
愁销。”该项目满产后，每年可生产高品质商
品有机肥 10 万吨，可有效解决环境污染和
种、养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镇域范
围内养殖户解决养殖粪污处理难题，帮助群

众使用有机肥发展绿色循环农业，同时解决
近30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邱集镇有耕地 13 万亩，其中水
稻种植达12.5万亩，占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的
五分之一，完全有能力消纳 10万吨有机肥。
邱集镇专门组建了“专家工作站”，与江苏省
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科
院、中国水稻研究所、南京机械化研究所等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
关系，目前已发展优质稻米订单农业3万亩。

邱集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农业分管
负责人邱丽娜介绍，在优秀专家团队的帮助
下，邱集镇大米已经注册了“邱集”“仝海村”

“味道邱集”“古黄河”等品牌商标，“既要生
态好，也要产业兴。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与生态种养殖双促进同发
展路子。”

“我流转了 350 亩土地，一季稻一季麦，
借着镇创建的农业品牌优势，每年都能卖
出好价钱，但要想保住品牌优势，自己的水
稻、小麦也得种植好，去年秋季，我使用了
村里生产的有机肥，现在每隔几天，镇农业
技术人员都会来察看小麦长势。”种植户王

小春说。
乡村产业既要考虑资源禀赋又要适应

市场变化，但着眼点是富民增收、绿色发
展。邱集镇党委书记刘林威说：“循环利用，
绿色种养，延伸了产业链，增加了附加值，实
现了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树立邱集大
米品牌形象，对种植户、养殖户，以及粪污处
理企业，都是有利的事，对生态环境更有益，
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我们将持续在粪
污转化肥料项目上做‘文章’，努力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发展胜势，实现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

目前，围绕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种养结
合、绿色循环，睢宁在岚山镇、官山镇、邱集
镇、魏集镇建设了 4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
心，年产有机肥26万吨。在全县18个镇（街
道）建有 37 个沼气站，沼渣、沼液可满足 20
万亩有机种植。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业综
合信息平台统计测算，睢宁县畜禽粪污年产
量 250.6 万吨，畜禽粪污年利用量 238 万立
方米，综合利用率95％。其中肥料化利用量
200 万吨，占比 80％，沼气能源处理量 38 万
吨，占比15％。

江苏睢宁

畜禽粪便变“废”为“宝”串起乡村振兴生态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近日，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
主办的“推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行动计划”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旨在
推进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年）》关于“政府主
导、企业行动、公众参与”的战略要求，来
自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及企业
的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从法律、金
融、科技等角度共话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绿发会理事长谢伯阳介绍，生
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全球超过 16 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
材、林产品谋生，有 50%以上的药物成分
来源于天然动植物，还有占全球一半的
GDP 依赖自然及生态系统。但近年来，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
效缓解。

如何切实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原司长别涛建
议，加快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
项立法。他表示，在现行法律中，生态环
保资源领域关于大生态、大环保的立法

30 多件，但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
立法却依然是空白，我国需要根据国内
立法模式，将《生物多样性公约》转化为
国内专项立法。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主
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欧阳志云
认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本底掌握情况尚
不清晰，而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最大的机遇。他建议，加快国
家公园建设，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
公园管理体制，同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保护生物多样性既需要对有益的
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也需要防止有害
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副站长闫成指出，我国完
成了最大规模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建
立形成了以国家农作物长期库及其复份
库为核心，中期库、种质圃和野生植物原
生境保护点为依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体系。

会议发布了《“携手保护生物多样
性 共同促进绿色发展”倡议书》，呼吁企
业、教育科研机构、媒体、社会组织和公
众等一起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推
动美丽中国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专家呼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 游景茂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黄连是我国大宗药材，近年来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长期连作及单一种
植方式使得其病害高发频发，传统搭棚
栽连种植方式投入成本高，还不利于生
态平衡。为此，农业农村部中药材生物
学与栽培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农科院中
药材研究所栽培团队在湖北省科技服务
中药材产业链“515”行动、中央引导地方
资金等项目的资助下，长期开展黄连林
下栽培模式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研究。日
前，相关学术杂志先后发表了该团队关
于黄连生态种植的最新研究成果。

林药种植可以有效破解药材种植与
农田争地的矛盾，促进生态平衡。近年
来，杉木林下黄连种植模式在我国西南地
区广泛应用。但这种模式是否有利于黄
连生长，能否提高黄连的产量及主要药效
成分（即异喹啉生物碱）含量尚未明确。
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团队成员采用转录组

及代谢组技术分析发现，杉木林下黄连种
植模式不仅能显著提高黄连的产量，还能
改变异喹啉生物碱含量。随后，研究者们
分析了其潜在的作用机制，为黄连生态种
植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白绢病是黄连主要病害，目前在多
个产区呈现爆发趋势，成为限制黄连产
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高效安全防
治黄连白绢病、开发有效防控中药材白
绢病的新策略，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团队
成员从黄连根际土壤分离鉴定了一株高
效拮抗菌-贝莱斯芽孢杆菌LT1，其产生
多种脂肽类抗生素，抑制了黄连白绢病
致病菌齐整小核菌的菌丝生长和菌核萌
发，显著降低了白绢病的发生率。同时，
团队针对白绢病菌三个生长阶段（菌丝
期、菌核形成早期和菌核形成晚期）进行
转录组分析，筛选出菌核形成过程中的
关键信号通路和关键基因，为今后筛选
关于调控菌核形成关键基因的新靶点提
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为黄连白绢病
的生物防治提供了新的策略和思路。

湖北省农科院取得黄连种植研究新进展

□□ 茹先古丽·阿迪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四月暖阳，春耕正忙。为防止病害
虫的大量滋生和蔓延，连日来，新疆阿瓦
提县积极组织果农安装、悬挂太阳能杀
虫灯和黄板，在有效防止病害虫滋生和
蔓延的同时，也为果园增添了一抹亮丽
的风景线。

日前，在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玉斯
屯克柯坪村的梨园里，村民们正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忙着悬挂黄板，现场一派
忙碌。果农努日曼·阿布迪米提说：“这
片香梨园面积为163亩，去年我们每亩地
收入了 8500 元。今年我们采取了施肥、
喷施石硫合剂、悬挂黄板等技术措施，我
相信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据了解，诱杀是根据害虫的趋光性、
趋化性等习位，把害虫诱集杀死的一种
方法，其方法简便易行、投资少、效果好，
具有引诱力强、无毒、无害、无污染等特
点，不仅减少用药成本，还能有效缓解农
药对果树、果实、生态环境的污染，真正
做到经济实惠，实现果农增产增收。目
前，阿瓦提县各乡（镇）病虫害防治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阿瓦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干部努尔曼
古丽·吐尔洪说，为严格落实病虫害统防
统治措施，阿瓦提县已完成喷石硫合剂
34.25 万亩、完成率达 100%，悬挂到位杀
虫灯 6849盏。接下来，将按照每亩地 50
张标准悬挂黄板，做好枣瘿蚊统防统治
工作，为全县林果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新疆阿瓦提县
巧用小小诱虫板 撑起果园绿色“保护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日前，《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布仪式
在北京举行。该《条例》共十章七十九条，
分别从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将
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诞生地，多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探索构
建立法、标准、体制、数智、文化“五位一
体”制度体系，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
撑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逐绿前行、因
绿而兴、绿满金生、以绿惠民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自 2015 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
来，湖州先后出台生态文明领域地方性法
规11部，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绿色产品评
价通则等 12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推
动生态治理由“事”向“制”迭代跃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
委员吕忠梅在发布仪式上表示，《条例》，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
道，是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加快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针对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是什么、干
什么等关键问题，《条例》开展了一系列
制度设计。《条例》第二条明确指出，生
态文明典范城市，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高质量发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高标准示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高水平呈现，具有创新性、包容性、引
领性的现代化城市形态，回答了生态文
明典范城市“是什么”的问题。生态文
明典范城市建设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遵
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富优享、多元
共治、改革创新、开放引领、数智赋能的
原则。要做好规划与布局、绿色低碳发
展、生态保护修复、污染防治、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的
工作，回答了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干什
么”的问题。

同时，《条例》注重固化成功实践，
融入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湖州经验”。
比如将碳排放强度纳入“标准地”指标
体系，推广运用碳效码；在固体废物防
治中，推广“以竹代塑”；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中，鼓励各地建立生态资源价值
转化共同体。

《条例》还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建
构性、迭代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比
如，《条例》为引领绿色低碳发展，将低碳
（零碳）园区、工厂、农场、零碳能源、零碳
交通等前瞻性理念入法；为促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设置了生态占补平衡制度
等探索性规定。

《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
发布

聚焦外来入侵物种

编者按：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外来物种入
侵已成为全球性生态难题。针对当前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形势，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指导各
地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按照“一种一策”要求形成了一批精准有效的防控措施，牢牢守护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生
态安全。本期我们介绍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薇甘菊的做法和经验。

专题内容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提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