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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6_8F_90_E5_c57_613597.htm “现代农业是天然的

都市生态屏障”，“水稻田是季节性湿地”。上海将农业功

能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和服务拓展，视都市农业为“有生命

的基础设施”。 上海市农委主任袁以星新近表示，农业在上

海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其功能无可替代。都市农

业是城市“有生命的基础设施”，不仅具有保障城市农产品

供应安全的功能，而且还是城市的生态工程，并且可以通过

种源、技术和市场服务全国农业。 上海市农委人士说，过去

提起城市的生态建设，想得较多的是植树造林，其实都市农

业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工程，“水稻田是城市的季节性湿地”

，具有调节生态的作用。 上海目前已在崇明、黄浦江沿岸和

杭州湾北岸规划布设了各具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区域，严格

保护近４００万亩耕地，集聚国家级的奶牛育种中心和动物

医学研究中心等种源及农业科技平台。同时在上海郊区环线

布设环城楔形农业带，以期形成农业生态走廊。 上海正在加

大力度投资都市农业这个\"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据统计

，在最近的５年内，上海市级财政向农业的投资已从每年不

到５亿元迅速提升至２０亿元。农业投资结构和方向也在不

断调整，重点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市场平台、科技和服务体

系建设。上海将建设１００万亩设施化的高标准粮田和３０

万亩设施化菜田；在西郊建立大型的国际农产品物流交易中

心；形成农产品质量检测、种源培育等全过程服务体系。 上

海已明确表示耕地保护的原则是总量不少、质量不降、用途



不变，并将在城市规划中落实保护措施，并制成\"电子版图\"

予以明确。为了突出都市农业的生态特征，上海加紧治理农

业污染，“十五”期间市级财政共投入２亿多元关闭、搬迁

了千家畜禽场，建立５个有机肥处理中心和３０家有机肥加

工厂，鼓励农家采用生态型的肥料。 在强化农业的生态和服

务功能的同时，上海也没有动摇都市农业的保障供应作用。

上海市农委主任袁以星说，虽然上海农产品市场已实现了“

全国大流通”，但在暴雨、大雪等灾害性天气和其它特殊情

况下，都市农业的“本地供应能力”却是不可替代的。都市

农业的特色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也有自己的地位。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