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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学专家为何纷纷来镇江？ 

作者：何兰生 郑秀满   2008-07-09 ≪农民日报≫第１版 

 

 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黄金水道”交汇处的江苏省镇江市，是一个紧随苏、锡、

常、宁四市的苏南工业城市，这些年在农业对日交流方面迭出新招，成果斐然：稻鸭共作、

发酵床养猪、茶园防霜扇等来自日本的农业技术和设施开始成为镇江农业的关键词；一系

列日本农业技术推介会先后在镇江举行，2004 年举办第四届亚洲稻鸭共作技术研讨会，

2007年举办中日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推广会，2008 年又举办中日生态循环农业新技术推广

会，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农学专家来镇江传授日本的农业技术；镇江的农民提起引自日本

的农业技术和品种给他们带来的效益，赞不绝口。镇江市中日农业技术交流越做越好，农

业技术交流正在惠及越来越多的农民。 

 

  引进技术是“回娘家”，也是再创造 

  在 2008 年 7月初在镇江举行的中日生态农业新技术推广会上，由日本农山渔村文化

协会组团来镇江的 12位日本农学家又与镇江签订了多项农业技术转让协议。这些专家长

期从事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至今仍然活跃在生产第一线，研究的领域涉及植物营养、

作物栽培、有机农业、果蔬园艺、植物保护、畜牧生产、资源昆虫等。他们有的是第一次

来镇江，有的已经是多次了，在考察的路上，有的专家突然朝路边惊呼，原来是他看到了

曾经到过的村庄；有的专家不仅带来了技术，还现场演示技术，甚至把下水田时用的胶靴

带来了；在考察过程中，他们有的把手放进稻田试探水温，有的徒手挖起庄稼根部的土壤

闻嗅。对日本技术那么快的融入镇江农业，他们表现得十分兴奋。 

  记者近日在镇江采访期间也目睹了一个个日本技术在镇江落地生根的鲜活例证。 

  镇江天成畜禽生态养殖场 2000年聘请日本鹿儿岛大学万田正治教授、冈山大学岸田

芳朗博士等日本专家为顾问，在引进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塑料大棚发酵床养猪和“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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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养鸡技术，研发、示范、培训、推广“一条龙”，实现规模养殖“省工省水节本增收

零排放”。 

  镇江万山红遍农业园，从日本引进葡萄、草莓、水蜜桃、砂梨等应时鲜果的优质高效

生产技术，形成“棚下养殖———发酵肥制作———果树栽培”立体生态循环模式，大棚

草莓和葡萄亩纯收入 8000 多元、桃亩纯收入 5000 多元，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23.4 万亩，

为农民增加收入 5亿元。 

  丹阳市嘉贤米业有限公司是引进日本稻鸭共作技术的产加销“一条龙”企业，拥有稻

鸭共作水稻面积 1000亩。镇江稻鸭共作已累计推广 13万亩，产生经济效益 5460 万元。

被日本专家称为“亚洲最成功的实践”。 

  另外，日本的越光大米、茶园防霜扇也都先后成功引进。今年，日本专家又带来了土

壤养分速测、植物他感作用、麦鸭共作、害虫生物防治等多项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并与镇

江方面成功签约。原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镇江农科所所长赵亚夫研究员把日本的

农作物品种的成功引进称为日本品种“回娘家”。他介绍说，日本南部的气候、土壤、植

被与镇江相似，日本的好些品种是从我国引进的，这是引进日本品种成功率高的重要原因。 

 

  对发掘东方农艺精华在理念上契合 

  中日两国在东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饮食文化很接近，两国农业都有循环生态型的传

统，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同样面临着工厂化农业的挑战，也都有发掘东方传统农艺精华

的愿望，因此在农业合作与交流中有较多的理念契合。 

  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理事斋藤春夫介绍说，日本农业经营高龄化、妇女化现象严重，

石油涨价引起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而日本农产品价格却很难上升，所以日本农户对降低成

本的新技术很欢迎；高龄化和妇女化也使农户对契合自然的传统技术，如利用养牛养鸭和

水草资源获得堆肥等“小力技术”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也为市民所欢迎。 

  镇江这些年搭上苏南经济发展的快车，工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一方面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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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也一定程度地面临着高龄化和妇女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对负有养育生命和传承文化

重责的农业提出了新要求，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产生了更高的期待，也同日本一样不由自

主地到东方传统农艺中去寻找发展灵感和可利用的着力点，这就为与日本的生态农业合作

奠定了基础。镇江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曹当凌说，日本专家推介的技术不仅具有前瞻性，

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突出了先进性、适用性、针对性，对促进镇江生态循环农业

进一步发展很有助益。 

 

  硬环境很“硬”，软环境很“软” 

  一个工业大市却接二连三地举办农业技术推介会，一个非沿海城市农业对外交流却做

得风生水起，一个城市却提出了学习农业科技人员赵亚夫的口号，一个工业快速发展的城

市却突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这些年，镇江紧紧围绕现代高效农业规模化、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工作，为外来技术本土化的硬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镇江市科技局局长柏晓宏说，科技部门为此着力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实施农

业科技计划项目，提升镇江农业科技的原始创新能力；二是不断吸纳国内科技资源，充分

发挥集成创新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展农业国际科技合作渠道，加大对日本的交流合作力

度和深度；四是持续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提升推广能力。据镇江市科技局副局长潘

国建介绍，2007 年一年，就有 24名日本农业专家、20多名国内专家参加农业先进实用技

术的推广活动，引进日本先进实用技术 20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8个；在刚刚举办的中

日生态农业新技术推广会上，又有 12名日本专家与镇江方面签订了多个合作协议。记者

采访了解，镇江与日本农业合作的不断扩展，有三方面的强有力支撑和一个突出特点：一

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为集成创新引进技术、开拓农技推广新境界形成了有力的政治支撑；

二是当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为新型实用技术的推广形成了坚实的机制支撑；三是著名农

业科技推广专家赵亚夫等一班人“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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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为引进技术迅速产生有效生产力形成了环境支撑；一个突出特点是结合镇江实际，

不搞花架子，精选合作项目，所引进的技术简单易懂，简便易行，费用低廉，非常适合我

们国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几年来，镇江引进日本先进农业实用技术，已经形成了组合效应和积极的社会氛围，

这是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不可或缺的软环境。在镇江，生态循环农业的理念已经为农民所

接受并为农民带来了更高的收益。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的张安明博士发现，镇江农民开

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日本的农业交流，已经从昨天的“低着头”聆听，变成了今天的“抬

起头”对答，甚至还“扬起头”讨论。镇江农科所所长庄义庆说，过去是政府和农业科技

推广人员要农民学，如今是农民自己要学，我们基层的推广人员要发扬老所长赵亚夫的为

民富民精神，继续当好引进技术的“二传手”，帮助农民学，教会农民做。镇江句容市天

王镇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家斌也深有同感：光听日本专家在镇江的讲课已经不

“过瘾”，我们合作社不久要组团赴日本实地考察农业新技术的应用。 

  从农业科技人员做给看、领着干、帮着销，变成合作社组织生产营销、科技人员技术

服务、农户标准化生产。在这变化过程中，对新技术的需求不断产生，新技术的应用也加

快了速度。其结果是，农民的利益不断增加，农业的效能不断提升。这大概是日本农学专

家纷纷来镇江的一个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