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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生态农业·福山论
坛”ICC海南村建设共识圆桌会暨金
融与企业家分论坛圆满闭幕，与会嘉
宾代表不仅借论坛之契机发布了《福
山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
同探讨生态循环农业和城乡良性循
环新模式，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还与北京中天智慧协同有限公司
等企业，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南海生
态农业产业基金，将致力于推动海南
生态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至此，为
期两天的“生态农业·福山论坛”在澄
迈县盈滨半岛圆满落幕，有关方面达
成多项共识。

据悉，出席圆桌会和分论坛的
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政府金融顾
问、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共同理事长
刘曼红，世界建筑协会秘书长萧仁

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家族代表、著
名土壤生态改良专家唐纳德·尼克
松，ICC国际协同村联盟创始人郑
昌幸等。

论坛期间，与会专家提出，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揭开帷幕的，当年，面对
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有勇敢
的农民按着血手印悄悄地把生产队
的耕地划成了按户管理的责任田，随
后，一群回城知青汇聚在一起热烈地
讨论起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中
共中央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事件，因势利导，从而推动
了中国农村改革全面破局。今天，中
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环境污
染、资源枯竭、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等
挑战也接踵而来，如何应对？深化改
革，走生态循环农业之路，是最好的

选择。
为促进和推动海南生态农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还与北京中天智慧协同有限
公司等企业，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南
海生态农业产业基金，拟通过基金的
运作，形成“以资本促实业、以实业创
品牌、以品牌占市场、以市场引资本”
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逐渐构建起拥
有主导产业与核心企业的农业经济
体系和海洋经济体系，形成立足海
岛、沟通内陆、依托南海、辐射东南亚
的经济圈。

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自2004年以来，中央
政府连续十一年发布一号文件支持

“三农”事业，大力提倡发展现代农
业，加大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对“三农”
的支持力度。“十二五”规划也将“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定为“十
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
重，农业产业投资价值正逐渐得到投
资者认可，尤其在国内私募股权投资
市场，农业投资规模正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中国南海生态农业产业基金
运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基于“农业全产
业链”的投资，首期拟募集资金规模
为20亿元。

在3月31日上午举行的ICC海
南村建设共识圆桌会上，海南瑞今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还与北京中天智
慧协同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共同举
办生态农业论坛，北京中天智慧协
同有限公司将为海南农业企业搭建
平台，以吸引更多金融投资机构和
岛外企业关注和支持海南生态农业
发展。

“生态农业·福山论坛”昨日圆满闭幕

生态循环农业之路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片珍贵的蓝天下，我们这些不同年
龄的人，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汇聚在这
里，共同签署这个文件。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如
何在中共中央十八大精神指导下，立足海南，
从研究新常态下的农业转型和与其相关的城
乡关系变革作为切入口，探讨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又
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

历史总是似曾相识。
温故知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

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帷幕的。三十多
年前，有两件彼此孤立的小事情先后发生过：
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有十八户农民为了解
决自己的温饱，用十八枚血手印，悄悄地把生
产队的耕地划成了十八份按户管理的责任
田；稍后，在风光秀美的北大未名湖畔，一群
回城的知青汇聚在一块儿，热烈地讨论起中
国农村发展问题。当时，面对十年浩劫后百
废待兴的中共中央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两件似
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因势利导，推动了中国
农村改革全面破局。

继往开来。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随
着工业化的基本实现，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建设成就；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社会经济结
构失衡等挑战也接踵而来。如何应对？这既
是对中国各级政府，也是对每一个中国公民
的考验。

我们认为，建立农业内部以及城乡间良
性循环的经济模式和相应的秩序，是应对挑
战、深化改革的唯一出路。找到和建立城市
资本与乡村经济体的对接方式是实现良性经
济循环的关键。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协同
理念及网络的涵盖则为理想腾飞提供了新的
更坚强的翅膀。

我们深知，对生态经济的研究是一门新
生的边缘学科，它涉及了自然和人文诸多学
科领域。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单
靠个别单位和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
要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为此，我们发起成立了生态农业福山论坛。
这个论坛的宗旨就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
它将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一片能够融汇
社会智慧的洼地。

我们希望，这个论坛不仅仅是个坐而论
道的场所，还能够起而行之。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这个论坛将会成为一个融汇了理论
与实践探索的平台，一系列新的具有生命力
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城乡良性循环模式的
孵化器。

大道至简。道法自然。自然的本质是循
环。

如果把生态、循环、农业这三个词组分别
读，可以说了无新意。但是，如果把他们当做
一个词组读：生态循环农业，并且，站在这个
高度审视这个地球的话，那么，历史将在这里
掀开新的一页。

让我们伸出双手，迎接她的到来！

今天上午9时，“生态农业·福山论坛”分
会场生态循环农业探讨圆桌会在澄迈县盈滨
半岛海南骏轩建国酒店举行，参会嘉宾积极
为海南生态农业发展献策建言。

“海南发展生态农业需要一线耕作者的
自觉规范、身体力行，更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
的规划、把控和监管！”五指山市有机农业产
业协会会长郑丽娟第一个“抢”到发言，她是
海南有机农业界颇有知名度的“茶姐”，多年
来，精耕细作，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拥有400多
亩生态茶园，其中200多亩已认证为有机茶
园。

郑丽娟说，她从90年代初大学毕业回
到五指山农村开始种茶，至今已有20多年，
这些年来，她坚持不使用除草剂、不喷洒农
药化肥，为的不仅仅是耕作出健康有机茶
叶，更为了保护好优质的生态和土壤环境，
因为这些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令她感到痛心的是，在她的茶园周
边，一个个新开发的楼盘和旅游景点，逐渐破
坏了原始的良好的生态；部分过于追究短期
效益和缺乏食品安全意识的农民，也在过度
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土质一年年衰减。为此，
她提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管控，同时呼
吁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树立起责任担当意
识，为保护海南生态尽一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
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
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
……”国家环保部生态巡视员、高级工程师
刘玉凯同样表示，农业产业是依赖于土地和
自然生态的一项特殊产业，生态文明建设对
发展农业产业的意义尤为凸显，在这方面，
拥有先天优势的海南，必须强化生态意识，
同时可加大宣传，挖掘海南农产品优势，促
进地方经济更好发展。

会议现场讨论氛围热烈。省生态学会理
事长、海南大学教授杨小波也及时发表了自
己的观点。

杨小波提到，以生态立省的海南，各市
县之间应统筹协调发展，政府可能宏观层
面进行调控，建立综合管理体系，例如可针
对中部山区市县（如五指山、琼中、白沙等）
出台相关政策，以生态补偿的方式，鼓励从
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农民推广有机种植，
重点保护生态；针对非中部山区，可开发利
用的区域，例如临高、澄迈等，可重点打造
精品生态农业，瞄准国内外高端市场，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鼓励发展生态农业。

在生态立法方面，杨小波强调，关于发展
生态农业的法律法规等应尽快制定出台，政
府层面应理清“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
界限，加强管控区域的严格执法，企业和个人
层面，则应严格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履
行社会责任。

“生态农业·福山论坛”分会场生态
循环农业探讨圆桌会举行

与会嘉宾建言海南
生态农业发展

“世界长寿之乡”、“世界
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

“中国果菜十强县”、“中国福
橙之乡”、“中国无核荔枝之
乡 ”、“ 中 国 优 质 地 瓜 之
乡”……3月30日至31日，“生
态农业·福山论坛”在澄迈县
盈滨半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200余名政商学界嘉宾代表汇
聚澄迈，大家在耳闻目睹、品
尝了澄迈县的特色农产品后，
纷纷表示称赞。

海南省生态学会理事长、
海南大学教授杨小波认为，澄
迈县发展生态现代农业的探
索 实 践 ，堪 称 我 省 一 例 典
范。2012年，海南省委、省政
府提出“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的总体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中
外游客的度假天堂和海南人
民的幸福家园，在国内尚属起
步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中，澄迈
的探索具有试点和借鉴意义。

据悉，享有多项美誉的澄
迈县，早在2008年就提出“生
态现代化”的发展构想，用40
项与生态挂钩的指标引导经
济社会发展与环境退化脱
钩。6年来，当地产业转型初
显成效，绿色 GDP 占比达到
70％以上，连续四年GDP增速
全省第一，去年全县万元工业
增 加 值 能 耗 比 6 年 前 下 降
71.7%，初步实现经济增长与
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理论基础
生态现代化应以人为本

为了组织实施好生态现代化发
展战略，2008年工作启动之初，澄迈
县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主任的生
态现代化建设委员会，同年挂牌成立
了县镇两级生态现代化建设办公室，
做到编制、人员、经费、职责“四到
位”，制定生态现代化建设近、中、远
期规划指标，并于2010年开始常态
化工作。此后，澄迈县还出台了“十
二五”时期生态现代化建设规划。

在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看来，
生态现代化就是：生产力高度发展，
人人享受高度现代文明；经济发展
要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确
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破经济社
会发展必然导致环境退化的魔咒；
人要全面发展，实现生态家园、生态
人生全面建设。

“生态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本。”
杨思涛强调，自然生态囊括了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以及影响人的生
命、生活、生产、生存的诸多要素，但
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一切
在于人”，要实现“幼有所学、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人人安居乐业”。

2009年，杨思涛攻读复旦大学历
史学博士期间出版学术专著《走向生
态现代化——海南现代化路径选择历
史过程研究》一书，介绍了德国学者胡
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生态现代
化理念，其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
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三赢”。之后，
杨思涛结合海南实际，提出了发挥生
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策略。这一
理论首先被用于澄迈县的探索实践。

努力实践
绿色农业带来八大转变

“众所周知，海南生态环境优
越，澄迈更是具有‘富硒、生态、长
寿’等资源，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大力实施农业‘四化四县’，给澄
迈带来八大方面的转变。”论坛期
间，澄迈县县长吉兆民分享了澄
迈探索发展生态现代农业的实践
经验。

所谓“四化四县”，是指农业产
品的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
化，农业生态现代建设示范县、有标
识可追溯农产品示范县、无公害农
业科技示范县、中国富硒产业经济
示范县。通过实施“四化四县”策
略，澄迈有效实现了促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主导产业发展良好、标
准化基地建设不断扩大、品牌农业
进一步打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
展迅速、农产品质量监管全覆盖、农
业经营体制不断创新、绿色生态农
业保障措施不断完善等8个方面的
转变。

据悉，2014年，澄迈有效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两次强台
风袭击的严重影响，全县农业增加
值突破60亿元，同比增长4.9%，增
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0.1、1.0 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
97.68亿元，同比增长8.4%；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
关，达10688元，同比增长12.6%，
收入水平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775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9元。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跑
赢全县生产总值（GDP）和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发展思路
发展生态农业成新常态

吉兆民介绍，下一步，澄迈还
将以规划为引领，按照中央对“三
农”工作的要求和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的部署，积极构建“农
业园区、市场主体、规模经营、体
制保障、产业支撑”“五位一体”的
现代农业体系，让发展生态农业
成新常态：

一方面，澄迈将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农业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条件，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的
示范推广，积极打造特色主导优势
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等；另一方
面，澄迈将坚持规划先行、有序发
展原则，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契机，
促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合理
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先，大力支持
休闲农业发展，深入推进农业结构
调整。

与此同时，为提升农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水平，澄迈将严格
农业投入品管理，持续推进农产
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落实生产经
营者主体责任，严惩各类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满意
度和安全感。

在扩大品牌农业效应方面，
澄迈将制订品牌农产品发展规
划，出台促进品牌农业发展的意
见，在做优原有无核荔枝、福山咖
啡等品牌的同时，力争打造一批
农业新品牌。同时，继续加大资
金投入，确保县财政对农业总投
入 增 幅 高 于 经 常 性 收 入 增 幅
10%，农业投入占财政年度支出
的比重不低于10%。

ICC海南村建设共识圆桌会。 菲菲 摄

会议现场。 菲菲 摄

澄迈福橙在消费者中树立了好口碑。 坚强 摄

（本版文字/菲菲）

与会专家在会场发言。 菲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