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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耦合：全域有机农业赋能县域乡村振兴

——以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实践为例

武 晋 1 胡良宇 1 徐鹏举 2

（1.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2. 灵丘县农业农村局，山西  大同  034400）

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生态主要矛盾变化的应对之策。本研究关注有机农业产业

化升级如何撬动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目标这一议题，通过学理价值分析与全域有机农业实践案例相结合，

得到以下结果：1）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多元价值存在统一关系，其目的即为生态文明时代对乡村多元

价值体系的建设。2）有机农业是实现乡村社会发展与村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乡村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载体。3）相较以往农业产业的单一价值诉求，全域有机农业具有多元价值的耦合能力，并在地方实践层面对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良好的回应性与可复制性。因此，在全面推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全域

有机农业可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靠方式方法与基本路径，并有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从“一业”“一域”到“全局”的

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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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oupling: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ounty region：A case study of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practice in Lingqiu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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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profound response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how the 

upgrading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can leverage the construction goals of local 

govern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value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organic agriculture practice cases，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1） There is a 

unified goal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urpose is to build a diversified value system in rural areas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for practi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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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rassroots rural areas.  3） Compared to the single value demand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past，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the coupling ability of multiple values， and has good 

responsiveness and replicability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t the local practice level.  Therefore， 

as the country comprehensively promotes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serve as a reliable method and basic path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one 

industry”， “one region” to “whole picture”.

Key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upgr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继

脱贫攻坚之后国家主导下的又一乡村社会变革工

程。目前乡村振兴理论研究与实践多聚焦于一二

三产业融合升级［1］、乡村文化业态［2］与特色村庄示

范［3］等规模化和市场化运行逻辑议题，而较少涉

及农业生产系统［4］的常规生产内容与乡村振兴战

略关系的研究，同时实践中农业生产在乡村振兴

行动中尚未得到重视，农民参与感缺失，间接导致

乡村振兴被简化为社会治理问题的发展倾向。究

其原因，在于当下农业经营的组织方式存在效率

低下现状和生产增收的现实短板难以被克服［5］。

但客观事实是，在乡村体系中农业产业植根于乡

村，乡村为地理空间的地域单位，而地域是从事生

产和生活的人类活动的场所，是在经济社会和生

态环境均具有一定自律性和个性的完整的地理空

间［6］。农业、农村和农民事实上共享同一乡村地

理空间，并形成以农业为生计支持村庄运行体系

与农民生活模式。三者间互为表里，紧密交织，因

此农业对乡村的振兴驱动作用难以被替代。“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二十字发展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乡

村发展进入到全新阶段。其中产业兴旺是激活乡

村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重塑与理顺乡村社会整

体发展与治理秩序的基础环节。因此，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应以农业产业为抓手，以激活农民主体

性为目标，群策群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全

面发展。本研究列述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农业价

值的需求变化趋势，理清生态文明新时代农业生

产与乡村生活的价值追求特点，结合灵丘县全域

有机农业 10 年实践案例，分析全域有机农业价值

内涵，探讨全域有机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方式方

法与内在逻辑，探索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性，以及作为乡村振兴

与生态文明战略建设道路的可行性。

1　乡村振兴下的价值耦合

1. 1　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

农业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土地与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业是

劳动力在土地上生产活动产生产品，以满足社会物

质与经济需求的系统与运动。考古学研究证明，我

国至少已有 8 000 年以上的农业发展史。农耕文明

时期的传统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其土地生产力与劳

动生产力低下，国家长期处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状

态，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维持国家与社会农产品供

给，特别是食物产品的供给。这一时期国家或社会

主体对农业与乡村的主要价值追求为社会价值，即

农业活动更多地偏向于满足社会需要。由于农耕

文明对自然环境系统依赖水平较高，受其影响传统

农业对社会价值的保障能力波动性较大，“丰年”时

期，农业社会价值溢出，对关联经济价值与生态价

值同样有促进效应，乡村社会“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稳定的支撑力；反之，

在遭遇大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或人多地寡矛盾尖

锐化，对其社会价值挤压之下，同样会伤害到其它

价值。久而久之，导致传统农业社会普遍存在乡村

社会经济落后、乱伐滥垦和土地荒漠化等问题。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将社会力量聚集到了资本

决定生产生活的轨道。工业文明主导下的常规现代农

业运转以经济价值为单一核心，忽略其它价值的存在。

雷蒙·威廉斯［7］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

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几个世纪以

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

工业文明越向前发展，在农业上形成了今天常规现代

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商品化的生产

模式与基本特征，其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渐显现。从 17
世纪至今约 400年的时间，工业文明下的常规现代农

业先是伤害了社会价值，造成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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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凋敝；同时造成生态价值减损，导致水源污染、

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比比皆是；然后是城

乡失衡，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此外在经济功能方面

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频发。

比较而言，农耕文明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在根本

上受限于技术水平，直接限制着土地生产效率与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当面临人口增长或重大自然灾

害爆发时，造成文明危机爆发；当压力减退时，文明

开始恢复发展。这成为农耕文明延宕万年之久的

基本周期运动。而工业文明几乎是与科学技术同

步发起兴盛的。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价值观在根本

上统合全部社会经济活动，效率至上的价值导向同

样限制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能力，时代烙印之下的科

学技术难以助推多元价值理念的复兴。这是当下

城乡关系失衡、诸多经济社会生态问题同时出现以

及乡村困境的基本原因。

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结构性现实困境的

自觉反思后重新实践建构多元价值并举的新文明

形态。在国家结构之中，乡村是城市基础。要解决

今日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城乡矛盾，仍需从乡村根基

处入手，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生态

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农耕文明时期及工业文明时

期不同，生态文明同时重视对文化价值的建设，以

弥合不同价值观的内在张力，从而将生态价值、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融为一体，以实现统筹兼顾的城

乡共荣建设目标（表 1）。

1. 2　乡村振兴下的多元价值耦合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正式启动国家主导下的农

业现代化进程。其基本模式是在中国传统农业基

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农业实践经验教

训探索发展出的中国农业生产模式。1978 年我国

改革开放，开启了全面接触欧美现代化，接受欧美

模式的过程。国家依靠原有农业现代化积累基础，

大量引进农业技术与模式，消化、吸收与创新，推进

常规农业现代化建设。 1978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3. 05 亿 t，2023 年为 6. 95 亿 t，增长了一倍以上［8］。

这一阶段的经营体系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迅

速成为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的方向，期间经济目标

驱动逐渐成为主导力量，同时放松了对乡村社会价

值与生态价值问题的关注。在持续发展 40 多年后，

我国乡村整体显现乡村社会失能、土壤退化、水源

污染、农业物种多样性减少和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

农产品等问题。“三农”问题长期掣肘国家可持续发

展，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短板。

早在 1984 年前后，在国家温饱问题解决在望的

形势下，就有专家提出进一步探索传统农业国走向

现代化的道路问题。2000 年李昌平提出了“三农问

题”的认识［9］；2003 年之后，国家面对粮食总产量下

降问题，连续 20 多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提升农业、

农村和农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可见多层次

多视角对农业现代化探索工作始终在进行。2017
年十九大会议上，中央正式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做出的重

大决策。2018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

推动乡村区域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目标。同年 9 月 26 日发

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明确

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

振兴内容［10］。相关表述与内涵均明确指出未来乡

村振兴并非任意单一性领域的增长，而是面向生态

文明时代乡村多元价值的全面复兴。其中产业兴

旺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与基本保障，即从经

表 1　不同文明阶段重视的乡村价值结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rural value structures emphasized by different civilization stages

目标序列

Target sequence

第一建设目标  Primary construction goa1

其它建设目标 1 Secondary construction goal 1

其它建设目标 2 Secondary construction goal 2

其它建设目标 3 Secondary construction goal 3

农耕文明时期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ra

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

—

—

工业文明时期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ra

经济价值

—

—

—

生态文明时期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

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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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入手，既符合外部市场对经济效益的诉求，

也回应农民与乡村内部主体的利益需求［11］，激活乡

村整体价值体系与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实现城乡系

统有机联动。从运动机理看，农业产业根本上是与

农民、农村关联紧密的活动，是农村社会赖以运转

的核心基础，向上与国家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大局

关联；通过经济繁荣，带动“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可拉动人员从城市回流，实现乡村社会价值；全面

实现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必然要求彻底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进而与生态价值连结；

“乡风文明”则代表文化价值，标志着重塑村庄文

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

本质上是面向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多元价值体系的

建设（表 2）。

1. 3　有机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的重要途径

有机农业是促进和加强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

循环和土壤生物活动的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整体生

产管理系统［12］。20 世纪 80 年代，有机农业作为一项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和理念进入我国，由于其与

我国传统农业价值观存在共通，同时其理论价值、技

术手段和生产工具等方面优于传统农业［13］，而被国

内生产者吸收与接纳。微观实践证明生产有机化在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14］与促进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

和保护［15］的同时存在正向反馈。在宏观层面应对食

品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方面效果明显，在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与乡村社会安全问题方面潜力巨

大，具有突出的多元价值耦合功能，与国家乡村振兴

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方向吻合，因此有机农业在我

国发展迅速。 2022 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高达

877. 6亿元，有机农产品市场规模连续多年全球排名

第四［16］，与国际上有机农业发展连续多年 10% 左右

的增长率保持同步。随着近年来我国全社会对食品

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有机农业产业在地化得到各

级政府的政策倾斜。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意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式成为国家农业发

展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重要价值核心［17］。农业农村部

连续 3 年在落实国家中央一号文件任务部署中将扩

大有机产品种植规模作为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全面转

型的重要任务。有机农业发展至今，在中国已具备

了可观的市场基础与发展环境。随着相关技术不断

涌现，原有“小众农业”［18］已发展成为足以影响建设

村庄社会空间现实生产生活的新型动力系统。其所

具有的新质生产力有望更新乡村生产模式，增强乡

村社会建设信心，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与村庄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基层乡村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

2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理论认识与实

践路径

乡村的振兴是我国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

重要支点，粮食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始终

伴随着产业发展延续至今。如何去破解这样多元

交织并存的乡村复杂性难题，重构多元价值整体复

兴的村社空间，是摆在学者与行政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以此类问题为导向，2013 年开始，中国农

业大学在山西省灵丘县进行了为期 10 年的全域有

机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表 2　乡村振兴总目标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多元价值的统一关系

Table 2　The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iverse values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序号

Serial number

1

2

3

4

5

乡村振兴目标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生态文明多元价值

Multi-valu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

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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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全域有机农业的理论认识

1）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 4项建设任务，分别为食

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19］。

其中，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任务属于产业兴旺任务，生

态环境安全属于生态宜居任务，乡村社会安全则属于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任务。其背后与乡村

振兴的多元价值耦合密切联系。常规现代农业下单一

经济价值观驱动的乡村振兴显然不能应对这一整体发

展需要，必须开拓新路，才能完成乡村振兴任务。

2）全域有机农业来自地理科学的地理系统认识，

其概念为一定地理单元内（村庄及规模大于村庄的地

理单元）的每一块土地、每个人、每项生产生活内容均

实现了有机化的系统结构。

3）根据全域有机农业内涵，可以推导出 3项建设

内容，分别为有机生产、有机社会和有机社区［20］，三者

分别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相对应，是统一

的关系。由于现实县域城乡关系中城市强乡村弱的基

本格局，要实现村庄板块的有机化，就必须同时实现城

市有机化。因此，全域有机是现行有机农业生产模式

的产业升级，是包括城乡有机生产、城乡有机社区和城

乡有机社会在内，以城市为主导、乡村为主体的有机化

建设（表 3）。

4）合作社是县域乡村振兴的核心模式，社会主

义原则下的全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从根本上阐释了

合作社为今日乡村组织有机生产的最佳方式。

5）有机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开路先锋，将有机

技术体系和合作社组织管理体系相结合，建立有机

合作社，符合乡村振兴任务要求，有望从根源上扭

转“三农”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开创农业、

农村和农民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全新局面。

6）现阶段有机合作社建设可采用五统一分（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生产资料、统一安排农事操

作、统一产品销售，分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启动建

设，规划人员、技术人员全面介入，协助农户在生产

实践中的转型，通过合作社统一采购、统一生产、统

一管理和统一销售，解决农户种植难、管理难和销

售难的核心困难，实现农户为主体的有机合作的组

织管理体系运作，同时可有效避免“吃大锅饭”的旧

病复发。

7）村民是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主人，只有围绕

乡村生产进行产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团结动员乡

村民众，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与创造势能。

8）县级党政领导是前线总指挥，基层党组织是

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战斗堡垒。组织振兴与人才

振兴可望将全域有机农业建设与乡村振兴巧妙地

结合起来，以全域有机农业为抓手，完成乡村振兴

建设任务［21］。

2. 2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

路径

大同市灵丘县位于山西北部东缘，属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 7 县交汇之地，与河北省涞源

县、阜平县相邻，县内唐河、沙河属海河流域大清河

水系，水资源丰富。后被确立为雄安新区重要生态

涵养区和水源地保护地之一，因此优先发展生态产

业建设既是灵丘县发展机遇，也是对整体治理诉求

的回应。自 2013 年起灵丘县开始全域有机农业的

生产实践，以种养结合、有机引领、农牧循环和绿色

发展为产业支撑，积极探索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

合、一二三产业联动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 10 年发展探索，全县创建有机旱作杂粮示范片

16个，推广示范面积 1 333. 33 hm2，绿色、有机认证品

种累计达到 103个，认证面积 6 666. 66 hm2。2019年

被确定为山西省“全省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其下

红石塄乡获评“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示范乡”称号。

回顾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实践与地方乡村振

兴经验可以发现实践层面中二者互为表里，以全域

表 3　全域有机农业与现行有机农业的区别

Table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current organic agriculture

序号

Serial number

1

2

3

现行有机农业

Current organic agriculture

有机农业生产

—

—

全域有机农业

Holi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城乡有机生产

城乡有机社区

城乡有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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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为抓手的产业建设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以

下经验。

1）县级党政领导亲自领衔建设，村级两委是战

斗堡垒。灵丘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攻坚时

期国贫县的领导班子通常相对稳定，这为灵丘县前

期阶段稳步推进全域有机农业实践提供了保障。

时至今日，县委班子已经更换了 3 次，但每一届领导

班子都对全域有机农业高度重视，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是铸就今日灵丘全域有机农

业产业化的根本保障。有 3 件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其一，灵丘县 2013 年制定《灵丘县有机农业园区建

设实施规划》（2013—2030）［22］后，当年通过县人大

决议，一直执行至今；其二，为长期推动建设，政府

以县有机农业办公室为基础组织推动地方有机产

业建设，并延续至今；其三，于 2014 年发起《中国·大

同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每年一届，每届不少于

300 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从未中断。目前这一论

坛已经成为联络有机农业建设的人才平台与信息

平台。没有坚强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没有全县各部

门、各级基层领导的重视，海量般的建设工作在区

域内整体推进是不可完成的。此外，基层干部，特

别是村两委十分重要。在创建灵丘全域有机农业

试点村——车河有机社区过程中，支部书记王春领

导的村两委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今日的车河有

机社区是在 2014 年由 2 个支部合并建立的，包括 81
户人家，期间引入山西金地矿业集团公司联合成立

车河有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同时成立灵丘县道自然合作社，在一年之内

完成整村重建，所有工作都按计划推进落实。全域

有机农业村社的建成充分展现了基层党支部和村

两委的可靠性与战斗力。此外在灵丘县田脊梁种

养专业合作社和北京平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

菜合作生产基地建设中，基层乡镇领导与村两委均

发挥了积极作用，证明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基层

党组织仍然是可信赖的，是有战斗力的。

2）以产业兴旺作为着眼点，以有机合作社为抓

手，渐次展开建设。有机生产、有机社区和有机社

会 3 项建设内容肩负着 3 项价值建设及耦合任务，

在县域建设实践中当如何破题并且展开建设呢？

灵丘的实践经验是以产业兴旺为着眼点，以有机合

作社为抓手，从而取得突破，自下而上推动基层乡

村振兴建设。从 2013 年开始，车河有机社区是依靠

大型城市企业山西金地矿业集团公司支持，以乡村

有机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取得突破，然后迅速转向

道自然有机合作社生产、生态文旅与有机社会建

设；东河南镇青泥涧村的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是

从 2016 年开始，依托天津恒嘉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灵丘分公司落地建设，基本站稳脚跟后，2019 年正

式成立田脊梁种养专业合作社，一步一步走向正

规；北京平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菜合作生产基

地是在 2017 年开始中心示范基地建设，2019 年开始

推进多种生产内容多点合作生产。有机合作社的

建设使建设者建立了信心，站稳了脚跟。车河有机

社区 2017 年接待游客 1. 5 万人次，2020 年疫情情况

下接待游客 8. 5 万人。10 年时间里车河有机社区面

貌焕然一新，村民人居收入从 2013 年的 2 300 元提

升至 2023 年的 23 500 元，已经有 17 位曾经在外面

打工的村里人陆续回村参加建设；田脊梁种养专业

合作社的社员已经发展到 14 户 45 人，社员收入稳

步增长（2021 年为 34 506 元，2023 年为 38 509 元），

不断吸引新的合作者加入建设，合作社所在的青泥

涧村已经成为全域有机农业的“明星村”。北京平

人农场灵丘三合地有机蔬菜合作生产基地则成为

了远近闻名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甚至在疫情期间

都保证了北京有机蔬菜的连续供应，其中有机西红

柿已经成为当地品牌。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正

在产生连锁效应，全域有机农业在灵丘县所形成的

产业环境为当地乡村有机农业区域产业化提供了

丰富的扩散基础。

3）科学技术要深入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发挥核

心创新作用。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实践与理论创新建

设是从零开始的。十年中，经历前期规划工作、2017
年有机旱作农业建设展开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2021 年国家脱贫攻坚转向乡

村振兴以及科技依托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与灵丘县

组织管理体系不断更替发展的建设历程，在此过程

中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科技团队始终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以地方情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参与工

作，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随时

总结提供科学理论，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发挥了创

造性作用。全域有机农业的科学技术工作建设包

括 2 项核心建设任务：第一项为建设先进的技术体

系，包括种质资源体系建设、肥料体系建设、农机体

系建设、加工体系、零污染环境保护体系和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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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建设技术体系等创新建设；第二项为建设先进的

组织管理体系，包括合作社组织管理体系、基层党

组织与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新型市场经济组织管理

体系、乡村振兴科学技术体系创新建设和民间自组

织管理体系等创新建设。先进的技术体系与先进

的组织管理体系 2 项任务建设给科技工作者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乡村振兴过

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于产业技术的升级与体系

的革新。灵丘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以生物肥料为核

心的“1+3+1”模式（一个微生物工厂+县乡村三

级生物肥料体系+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合

作社的定位、“五统一分”的有机合作社组织方法等

就是相关建设成果。灵丘的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相

关的科级单位、科技工作者及正在成长着的未来科

技工作者与乡村振兴实践的有效结合是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路径。灵丘案例中产业技术

人才通过对乡村振兴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从认识有

机农业生产技术入手，以有机合作社建设为起点，

展开创新研究，用《实践论》的方法推进全域有机农

业建设，将多元价值耦合的核心思想融化到具体的

建设行动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4）在实践中锻炼、创造培育一支由优秀人才组

成的乡村振兴建设队伍。乡村振兴可以见到的是

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更重要的是人才振兴、组织

振兴与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一样，全域有机农业

建设表面上是有机农业生产建设与有机乡村社区

建设，但根本意义上是乡村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

人的建设是第一位的建设。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实

践始终重视社会建设问题。2013 年规划工作中，邀

请了全国 16 家单位的  71 位学者、专家和实践者参

加规划，将当下最重要的研究与实践进展进行了综

合集成。规划期间曾对全县每一个相关委办局、相

关村庄进行考察，还召开过全县三级干部报告会，

邀请专家进行有机农业建设的专题报告。2014 年

开始每年都召开《中国·大同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

坛》，会议期间要求每一位专家与相关委办局、乡

镇、村庄和企业的人进行一对一接洽，考察进而提

出合作项目，许多项目就是这样落地的。论坛形成

了会前、会中、会后，会上、会下积极互动的特色。

此外，邀请数以千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主的国际国

内相关专家、实践者和学生到灵丘进行考察、调研、

研讨和论证，一批管理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企

业家、合作社带头人、村庄骨干和大学生在此过程

中得以锻炼成长，多数人已经成为建设骨干，在灵

丘及灵丘之外的工作岗位发挥作用。这又成为新

的建设基础与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新人健康成

长，推动事业健康发展。

5）用落实时代任务的方式，耐心细致地推进各

项系统建设工作。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均

为时代建设任务，同时其抓手与标的均在于基层农

业农村，在深层意义上涉及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

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建设与耦合要求。全域有机

农业对内合于 4 项价值耦合建设要求，对外根据国

际国内需要与不同地理单元实际情况，因势利导，

步步为营，推进建设，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全域有机农业是完成乡村振兴战略

任务，通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途径与基础工程。

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实践表明，建设者必须以推

动全社会建设为己任，要有时代使命感、责任感，要

有能力、有信心，才能完成建设任务。发现、锻炼、

聚集与科学地组织建设者，推动社会意义上的有机

化建设，是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关键任务。有机乡

村板块与有机城市板块互动，有机生产、有机社区

和有机社会关联，国内与世界有机化建设共振，构

成了巨型系统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共同决定了必

须用落实时代任务的方式，耐心细致地推进各项系

统建设工作。

3　全域有机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3. 1　通过有机农业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转换

是实践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

从本质上讲，工业文明时代与农耕文明时代相

比只是提升了经济价值的追求强度。尽管如此，工

业文明下的殖民化、垄断化、科技化、工业化和城市

化依然让全世界都领教了它的革命性变化的威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

农村屈服于城市统治……它创造了巨大城市……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23］。

农耕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均属于人类文明的

经验型时代。即在社会总体意义上处于以解决现

实问题为核心发展导向的模式。然而，这样的发展

方式在对待长期利益与长期战略性问题的思考时

仍有不足之处。当下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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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和国际

农业安全问题同步爆发，是城乡结构的失衡在基层

乡村板块的集中显现。生态文明的反思肩负着对

上述所有问题的回应与弥合，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即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耦合。实现这样崇高的建设目标，对当今人类社会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必须要实现智慧大飞跃。钱

学森［24］曾经指出，人类发展将走向先实现科学革

命，再实现技术革命，然后推动产业革命与社会革

命的新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今日全域有机农业

建设、乡村振兴、城乡和谐和地球村建设等，不过是

人类社会由经验型时代走向智慧更高时代的阶梯，

是人类集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的更高水平的建设运动。

3. 2　我国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致的多

元价值耦合追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乡村振兴战略应

运而生，成为化解新时代多重矛盾的重要抓手［25］。乡

村振兴战略立足于乡村，致力于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平衡城乡结构和解决“三农”问

题，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基本战略举措。从

上述意义上讲，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回应

国家治理战略诉求成为时代的客观需要。进而要求

在乡村振兴谋篇与实践过程中，其所产生的外部性效

能既要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要肩负起城乡和谐

发展与融合发展的任务［26］，保障国家实现向生态文明

时代的平稳转型。由此规定了多元价值耦合是乡村

振兴与生态文明统一的价值追求。从灵丘县全域有

机农业的实践案例看，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理念革新

的在地化普及是撬动县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杠杆，为期 10 年的实践表明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对乡

村振兴重大战略目标具有良好回应，实践中探索的全

域有机农业在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的生产技术体系

与组织管理体系的乡村适应性、城乡关系本质上的和

谐共生性以及由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

连续性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3. 3　全域有机农业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任务是长期

而充满挑战的过程

灵丘县全域有机农业 10 年建设虽然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但放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

高度看，还处于初始的建设开端。迄今为止，灵丘

实践只是在有机合作社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在

全域有机村庄建设上经验与教训并存，在全域有机

乡镇建设上教训多于经验，严格意义上讲全域有机

县建设上仍存在距离。而现实的建设任务是，有机

合作社由单一经济价值追求走向多元价值追求存

在系列创新要求，从有机合作社典型案例走向一般

有机村庄建设存在有机农业生产、有机乡村社区建

设和有机乡村有机社会建设的创新要求，从有机村

庄建设走向有机乡镇建设存在巨大的组织管理体

系创新建设任务，从有机乡镇走向有机县建设存在

县城板块与乡村板块的耦合创新建设要求。以此

类推，全域有机农业为实现从“一业”“一域”到“全

局”提出了可行的实践路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

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并重，持续推动区域社会

的生态文明建设［27］，进而形成融合匹配“不同地域、

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社会、经济、空间重构和发展的

模式”［28］。

4　结论与展望

4. 1　基本结论

1）从历史发展角度认识，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

向生态文明的转化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间，由单

一经济价值取向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

与文化价值的多元价值耦合取向转变是人类社会

经济与生态大系统运动的本质规定，也是对建设者

提出的客观要求。

2）乡村振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城

市板块与乡村板块关系间的再平衡行为，其中乡村

板块为基础性、国家战略性建设任务。乡村振兴战

略决策是国家审时度势，面向生态文明时代做出的

正确决策。国家乡村振兴的建设五项目标与五方

面振兴措施，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价值耦合要

求。生态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方向，乡村振兴是

生态文明的基础建设内容 ，两者是高度统一的

关系。

3）以地理系统理论为指导，灵丘县全域有机农

业 10 年建设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表明，全域有机农

业可望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靠方法与基本路径。

4. 2　发展展望

大约在 1 万年前的世界农业起源时期全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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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约为 500 万，2023 年世界人口为 80. 86 亿，增长

了 1 600 倍以上，预计未来人口压力仍将长期处于

高压区间。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使得城乡关系成

为单向的汲取模式，城乡发展难以平衡，“乡村病”凸

显，多重矛盾加剧［29］。这是国家资源有限情况下人

地关系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根本原因。工业文明解决

不了它创造的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近代史发展中，

因多种原因作用，我国最终卷入了工业化、城市化浪

潮。 1949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10. 6%，1978 年为

17. 9%，2000 年为 36. 2%，2020 年为 63. 9%，是同

期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最

大的国家，农业产业在社会经济配置中的弱质性越

来越难以改变［30］，乡村板块 5 大安全问题短时间内

先后爆发，已严重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生态平衡发

展。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国家意义上是满足城乡居民共同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31］，在全球意义上则是探索人类生态文明发展

之路。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根据当地实际，通过

多元价值耦合，寻求县域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方式

方法与道路，取得了部分经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正进入全面展开建设阶段，期盼着全域有机农业的

建设理论与实践对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能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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