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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绿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深圳时代融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环能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绿创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斌彬、钟如仕、陈方舟、梁家榞、杜月瑶、刘梦丹、王晓静、胡思敏、闫自

棋、何丽燕、屈德洪、洪宁、丁志凡、王俊虎、周帅、邹亦侃、孙晓晨、倪秀玲、王蓝天、曹秀龙、许

宁翔、林艺涛、吴嘉满、钟浩阳、廖子生、孙小爱、文小年、王建红、杜军、杨永杰。



DB4403/T 556—2024

3

美丽田园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美丽田园建设的总则、农田建设要求、农业投入品管理、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田园

环境管控、田间景观化建设、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美丽田园建设，其他类型的田园建设可参

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645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T 42679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

HJ 588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3343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

NY/T 3499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

DB4403/T 324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美丽田园 beautiful rural areas

从土壤质量、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田园风光、生产管理等方面，塑造绿色生态、资源集约、风光

宜人的田园新业态。

3.2

耕地质量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由耕地地力、土壤健康状况和田间基础设施构成的满足农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安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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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0600—2022，3.8]

3.3

生态环境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

注：自然力量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

4 总则

4.1 指导思想

美丽田园建设以“科学规划、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管理民主”为导向，以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和农

业基础设施完善为基础，以耕地整洁美观、田园生态良好为重点，以农田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为突

破，通过美丽田园建设促进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生态改善和村庄治理，提升村民幸福感，推动实现乡

村振兴。

4.2 因地制宜原则

根据田园资源禀赋、耕地质量、发展水平和居民需求，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地编制美丽田园建设规

划。维护田园风貌，突出地域特色。

4.3 系统规划原则

田园建设宜符合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坚持整体与局部相协调，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科

学划分生产生活区域，功能布局安全合理、配套完善。

4.4 生态友好原则

田园建设宜推动绿色发展，保护村庄生态环境。严禁在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内开展开发建设活动，严

控耕地土壤质量和农业面源污染。

5 农田建设要求

5.1 基础设施

5.1.1 按照区域特点和存在的耕地质量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其选址、设

计、改造、建设、运行管理宜符合GB/T 30600中的相关要求。

5.1.2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

保护及其他工程。

5.1.3 田块整治措施：合理划分和适度归并田块，平整土地，减小田面高差和坡降。适应农业机械化、

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地形地貌、作物种类、机械作业效率、灌排效率和防止风蚀水蚀等因素，

合理确定田块的长度、宽度和方向。田块整治后，有效土层厚度和耕层厚度宜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5.1.4 灌溉与排水设施：适宜农业生产需要，开展田间灌溉排水设施建设，有效衔接灌区骨干工程，

合理配套改造和建设输配水渠（管）道、排水沟（管）道及渠系建筑物等，实现灌排设施配套。因地制

宜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配套田间小型水源工程。

5.1.5 田间道路工程：宜按照“有利生产、兼顾生态”的原则，优化田间道（机耕路），合理确定路

网密度、道路宽度，根据实际需要整修和新建田间道（机耕路），配套建设农机下田（地）坡道、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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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车道和回车场等附属设施，提高农机作业便捷度。平原区道路通达度100%，山地丘陵区道路通达度不

小于90%。

5.1.6 农田输配电工程建设：对适合电力灌排和信息化管理的农田，铺设低压输电线路，配套建设节

能型变配电设施，合理布设弱电设施，为泵站、河道提水、农田排涝、喷微灌、水肥一体化以及信息化

工程等提供电力保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5.1.7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宜根据农田防护需要，新建或修复农田防护林、岸坡防护、坡

面防护、沟道治理工程，保障农田生产安全。因地制宜采用生态沟渠及其他耕地利用设施建设，改善农

田生态环境。

5.1.8 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宜根据农业生产情况和农药使用特点，设立农业生产资料

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场所，对可资源化利用和不能资源化利用的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贮

存。加强相关设施设备、场所的管理和维护，对收集的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进行妥善贮存。

5.1.9 秸秆尾菜堆沤还田设施：主要设施为堆沤池或堆沤设备，宜具有防雨、防渗等功能。辅助及配

套设施包括粉碎机、搅拌设备、固液分离设备、渗滤液收集与处理设施、除臭设施等。

5.1.10 田间生态净化设施：利用现有沟、渠、塘等，建设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地表径流集蓄和再

利用等设施，拦截和消纳农田尾水中氮磷等有机物，净化农田退水及地表径流。

5.2 其他设施

5.2.1 农田看护房：为种植生产服务的农田看护房的建设标准宜控制在单层、15 m
2
以内。对农业看护

房占地面积超标的，要区分情况，切实加以整改。清理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的非农业设施。

5.2.2 农田工具房：原则上少建或者不重建农田工具房。确有农业生产需要的，宜先经属地村同意，

采取“先备案后建造”的方式建造农田工具房。农田工具房要求实用性强、安全性高、整洁美观。建后

的农田工具房只能用于化肥农药和农具存放，不宜用于居住。

5.2.3 田间厕所：宜选择不易积存雨水，无地质危险地段建设，与集中式给水点和地下取水构筑物等

的距离宜大于30 m。田间厕所的墙壁宜采用明亮、光滑、便于清洗的材料，地面宜采用防渗、防滑的材

料。田间公厕的粪便污水宜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宜直接排入环境。

5.3 提升农田地力

5.3.1 土壤改良：根据土壤退化成因，宜采取掺黏、掺沙、施用调理剂、施有机肥、保护性耕作及工

程措施等，开展土壤质地、酸化、盐碱化及板结等改良措施，改善耕地质量。

5.3.2 障碍土层消除：采用深耕、深松等措施，消除障碍土层对作物根系生长和水汽运行的限制。

5.3.3 土壤培肥：通过秸秆还田、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措施，保持或提高农田地力。

5.4 建后管理

5.4.1 制定农田建后管护制度，明确相关责任和管护主体。

5.4.2 可引入专业管护机构、社会化服务管理队伍，共同开展农田管护。

6 农业投入品管理

6.1 农膜管理

6.1.1 选用的农用薄膜宜具有安全性、适用性、经济性的特点，提倡选用厚度不小于0.01 mm、耐老化、

低毒性或无毒性、可降解的农膜，鼓励与推广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农膜替代塑料农膜。

6.1.2 鼓励使用侧膜栽培、适时揭膜等覆膜技术，降低连续覆盖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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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鼓励采用清膜机械、回收地膜再生加工等废旧膜的回收及再利用技术。农膜的污染控制和资源

综合利用可按HJ 588要求执行。

6.2 农药管理

6.2.1 选用的农药宜具有绿色、环保、高效、安全的特点，不宜使用国家已淘汰类农药。

6.2.2 建立农药包装回收站，及时进行集中处理，可按DB4403/T 324—2023的要求执行。

6.3 化肥管理

6.3.1 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施肥量、施肥方式，并鼓励使用有机肥。

6.3.2 建立化肥包装回收站，及时进行集中处理。

7 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

7.1 秸秆等植物纤维性废物宜采取秸秆还田、堆肥、饲料化、能源利用、工业原料利用等多种途径，

农业植物性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可按GB/T 42679—2023的要求执行。

7.2 采取高温好氧堆肥、沼气生产等生物处理和利用方式，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可按GB/T 42679—

2023的要求执行。

8 田园环境管控

8.1 环境保护

8.1.1 大气、声、土壤、地表水环境质量宜分别达到GB 3095、GB 3096、GB 15618、GB 3838中与当地

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

8.1.2 保护农田周边山体，严禁开山、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山体的行为。

8.1.3 保护农田周边及内部的林木，未经许可不得砍伐，鼓励育林、提升林地覆盖率。

8.1.4 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技术按GB/T 16453的要求执行。

8.2 田园污染防护

8.2.1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用有机肥、缓释肥，肥料使用符合NY/T 496的要求。

8.2.2 采用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治措施，推广植物病虫统防统治，不宜使用明令禁止的

高毒高残留农药，按照GB/T 8321的要求合理用药。

8.2.3 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农田质量，对污染土壤按NY/T 3499、NY/T 3343等的要求进行修复。

8.2.4 农田看护房生活污水的处理宜考虑污水产生量、污水集中收集难易程度、排水去向等，采用污

染治理和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生

活污水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渔业或其他用途时，相关控制指标宜满足GB 5084等标准。用于农田、林

地、草地等施肥的，宜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不得造成环境污染。

9 田间景观化建设

9.1 打造景观农业产业带

9.1.1 通过种植油菜花、紫云英、黄花菜、向日葵等农作物，形成带状农业景观。

9.1.2 利用田间道路、渠系两侧、房前屋后、闲置地、违法建筑拆后地实施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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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合理利用资源规划产业布局

9.2.1 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广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及新种养模式，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精细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培育农业特色品牌。

9.2.2 发展现代林业，提倡种植高效生态的特色经济林果和花卉苗木；推广先进适用的林下经济模式，

促进集约化、生态化生产。

9.2.3 发展现代畜牧业，推广畜禽生态化、规模化养殖。

9.2.4 沿海或水资源丰富的村庄，发展现代渔业，推广生态养殖、水产良种和渔业科技，落实休渔制

度，促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

10 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美丽田园建设评价方法为打分法，总分100分，由农田建设要求(44分)、农业投入品管理(18分)、

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10分)、田园环境管控(18分)和田园景观化建设(10分)组成。具体的指标分值和评

分标准见表1。

表1 美丽田园建设评价评分表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现场

评分

1

农田建

设要求

田块整治

合理划分和适度归并田块，平整土地，减小田面高差和坡降。

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地形地貌、作

物种类、机械作业效率、灌排效率和防止风蚀水蚀等因素，合

理确定田块的长度、宽度和方向。田块整治后，有效土层厚度

和耕层厚度宜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基础分 2分，视具体情况酌

情加分，最高加 4分

4

2
灌溉与排

水设施

适宜农业生产需要，开展田间灌溉排水设施建设，有效衔接灌

区骨干工程，合理配套改造和建设输配水渠（管）道、排水沟

（管）道及渠系建筑物等，实现灌排设施配套。因地制宜推广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配套田间小型水源工程。基础分 2分，视

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分

4

3
田间道路

工程

宜按照“有利生产、兼顾生态”的原则，优化田间道（机耕路），

合理确定路网密度、道路宽度，根据实际需要整修和新建田间

道（机耕路），配套建设农机下田（地）坡道、桥涵、错车道

和回车场等附属设施，提高农机作业便捷度。平原区道路通达

度 100%，山地丘陵区道路通达度不小于 90%。基础分 2分，视

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分

4

4
农田输配

电工程

对适合电力灌排和信息化管理的农田，铺设低压输电线路，配

套建设节能型变配电设施，合理布设弱电设施，为泵站、河道

提水、农田排涝、喷微灌、水肥一体化以及信息化工程等提供

电力保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基础分 2分，视具体情

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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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丽田园建设评价评分表（续）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现场

评分

5

农田

建设

要求

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

境保护工

程

宜根据农田防护需要，新建或修复农田防护林、岸坡防护、坡

面防护、沟道治理工程，保障农田生产安全。因地制宜采用生

态沟渠及其他耕地利用设施建设，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基础分

2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分

4

6

农业生产

资料包装

废弃物回

收设施

宜根据农业生产情况和农药使用特点，设立农业生产资料包装

废弃物回收设施、场所，对可资源化利用和不能资源化利用的

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贮存。加强相关设施设备、

场所的管理和维护，对收集的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进行妥

善贮存。基础分 2 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 分

4

7

秸秆尾菜

堆沤还田

设施

主要设施为堆沤池或堆沤设备，宜具有防雨、防渗等功能。辅

助及配套设施包括粉碎机、搅拌设备、固液分离设备、渗滤液

收集与处理设施、除臭设施等。基础分 2分，视具体情况酌情

加分，最高加 4 分

4

8
田间生态

净化设施

利用现有沟、渠、塘等，建设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地表径

流集蓄和再利用等设施，拦截和消纳农田尾水中氮磷等有机

物，净化农田退水及地表径流。基础分 2分，视具体情况酌情

加分，最高加 4 分

4

9
农田看护

房

为种植生产服务的农田看护房的建设标准宜控制在单层、15 m
2

以内。对农业看护房占地面积超标的，要区分情况，切实加以

整改。清理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的非农业设施。基础分 2分，

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 分

4

10
农田工具

房

原则上少建或者不重建农田工具房。确有农业生产需要的，宜

先经属地村同意，采取“先备案后建造”的方式建造农田工具

房。农田工具房要求实用性强、安全性高、整洁美观。建后的

农田工具房只能用于化肥农药和农具存放，不宜用于居住。基

础分 2 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 分

4

11 田间厕所

宜选择不易积存雨水，无地质危险地段建设，与集中式给水点

和地下取水构筑物等的距离宜大于 30 m。田间公厕的墙壁宜采

用明亮、光滑、便于清洗的材料，地面宜采用防渗、防滑的材

料。田间厕所的粪便污水宜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宜直接排入环

境。基础分 2 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4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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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丽田园建设评价评分表（续）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现场

评分

12

农业投

入品管

理

农膜管理

选用的农用薄膜宜具有安全性、适用性、经济性的特点，提倡

选用厚度不小于 0.01 mm、耐老化、低毒性或无毒性、可降解

的农膜，鼓励与推广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农膜替代塑料农膜。鼓

励使用侧膜栽培、适时揭膜等覆膜技术，降低连续覆盖年限。

鼓励采用清膜机械、回收地膜再生加工等废旧膜的回收及再利

用技术。农膜的污染控制和资源综合利用可按 HJ 588 要求执

行。基础分 6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分，扣完为止。

6

13 农药管理

选用的农药宜具有绿色、环保、高效、安全的特点，不宜使用

国家已淘汰类农药。建立农药包装回收站，及时进行集中处理，

可按 DB4403/T 324—2023 的要求执行。基础分 6分，每发现

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分，扣完为止。

6

14 化肥管理

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施肥量、施肥方式，并鼓

励使用有机肥。建立化肥包装回收站，及时进行集中处理。基

础分 6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分，扣完为止。

6

15 农田废弃物回收处置

秸秆等植物纤维性废物宜采取秸秆还田、堆肥、饲料化、能源

利用、工业原料利用等多种途径，实现农业植物性废物的资源

化利用，可按 GB/T 42679—2023 的要求执行。采取高温好氧

堆肥、沼气生产等生物处理和利用方式，实现畜禽粪便的资源

化利用，可按 GB/T 42679—2023 的要求执行。基础分 5分，

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10分

10

16

田园环

境管控

环境保护

大气、声、土壤、地表水环境质量宜分别达到 GB 3095、GB 3096、

GB 15618、GB 3838 中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保护

农田周边山体，严禁开山、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山体的行

为。保护农田周边及内部的林木，未经许可不得砍伐，鼓励育

林、提升林地覆盖率。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技术

按 GB/T 16453 的要求执行。基础分 9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

要求扣 1分，扣完为止

9

17
农田污染

防护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用有机肥、缓释肥；肥料使用符合

NY/T 496 的要求。采用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治措

施，推广植物病虫统防统治，不宜使用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残留

农药，按照 GB/T 8321 的要求合理用药。改善土壤环境，提高

农田质量，对污染土壤按 NY/T 3499、NY/T 3343 等的要求进

行修复。农田看护房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渔业或其

他用途时，相关控制指标宜满足 GB 5084 等标准。用于农田、

林地、草地等施肥的，宜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不得造

成环境污染。基础分 6 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9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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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丽田园建设评价评分表（续）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现场

评分

19 田间景观化建设

通过种植油菜花、紫云英、黄花菜、向日葵等农作物，形成带

状农业景观。利用田间道路、渠系两侧、房前屋后、闲置地、

违法建筑拆后地实施绿化美化。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发展现代

农业、现代林业、现代畜牧业，沿海或水资源丰富的村庄，发

展现代渔业等。基础分 5分，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加

10 分

10

注：评价标准（□优秀.P≥90 □良好.P≥80 □合格.P≥60 □不合格.60 分以下



DB4403/T 556—2024

11

参 考 文 献

[1]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2]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3] GB/T 38353—2019 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

[4] GB/T 42550—202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处置和回收利用

[5] NY 525—2021 有机肥料

[6] NY 884—2012 生物有机肥

[7] NY/T 3441—2019 蔬菜废弃物高温堆肥无害化处理技术规程

[8] T/UPSC 0004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指南

[9]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的

方案的通知：农农发〔2018〕3号

[10] 农村经济司发布.各地积极探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效模式.2019年

[11]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环办土壤〔2023〕24号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指导思想
	4.2　因地制宜原则
	4.3　系统规划原则
	4.4　生态友好原则

	5　农田建设要求
	5.1　基础设施
	5.2　其他设施
	5.3　提升农田地力
	5.4　建后管理

	6　农业投入品管理
	6.1　农膜管理
	6.2　农药管理
	6.3　化肥管理

	7　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
	8　田园环境管控
	8.1　环境保护
	8.2　田园污染防护

	9　田间景观化建设
	9.1  打造景观农业产业带
	9.2  合理利用资源规划产业布局

	10　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