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培俊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导致消费者对整个食

品行业产生不信任，我觉得食品安全问题的原

因不单单是监管缺失，还是制度缺失。”面对

众多国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新泰农民刘孝

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7月23日，由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学术研

讨会在山东农业大学举行。中国当代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学明

教授，全国生态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

学人文学院叶平教授，全国环境哲学学会会

长、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卢风教授，中

美后现代研究院副院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

性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王治河教授，中国科学

院蒋高明教授，北京大学郇庆志教授，山东农

业大学新农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刘玉升等国内知

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云集此次盛会。山东农业

大学副校长王振林出席论坛并致辞。泰安市农

业局副局长李伟，泰安市发明家协会理事长冯

恩福等出席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人类文明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

过程中，出现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给地球生命

造成了极大危害。在这一背景下，追求“人—

自然—社会”和谐的生态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

展的新形态。如何通过生态文明的先导，发扬

农业文明的优秀传统，扬弃工业文明？在农业

作为关乎人类健康与幸福的重要产业视阈中，

如何围绕着农业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系、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绿色化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

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以及农业生态文

明的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

意义，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

本次研讨会所涉及的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学科、多领

域，迫切需要学科间的相互交叉、协作和有

机融合，既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也需要文科

的支撑。

本次研讨会既有理论专家，又有生态文明

的践行者，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

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灵

魂，对我国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

启示与借鉴意义。本次研讨会通过对马克思主

义农业生态文明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借此帮

助和引导人们更好地认识和适应生态文明建设

背景下农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生产方式，这对于

我们在目前开展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另外，黑色农业理论和重金属

污染处理技术是本会的创新点。

值得一提的是刘孝平带来的《良心谷的生

态理念与制度安排》话题，让各位学者认识了

良心谷，获得了与会者纷纷点赞。

是什么让诸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称赞不已？

7月24日，刘孝平带领大家走进位于新泰市

的良心谷茶产业生态示范园。作为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良心谷通过“一产

种植，二产加工，三产销售和旅游观光”三产

融合的形式，成为中国现代高科技农业的典型

代表。自2013年开始，4年多的时间，刘孝平流

转农民土地1 . 7万亩，将园区建成了北方最大的

单体茶园、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

“‘良心谷’的文化就是‘良心’。”一

直以农民自称的刘孝平说良心谷的目标就是让

国人吃上绿色食品。在园区的标志性建筑上面

刻着“利我民族之肌体，化我炎黄之正心”十

几个大字，作为企业愿景、良心谷的灵魂，尤

其让大家印象深刻。

凭良心种地就得依据国际标准。这个国际

标准，分别是欧盟、美国、日本的有机茶体

系认证，其检测内容涵盖481项。标准规定，

有机茶、有机粮食必须是纯天然无污染，绝

对不能施用化肥、农药。种植生产流程也必

须严格按照其内容执行。去年，良心谷通过

了欧盟、美国、日本签发的号称“世上最严

苛”的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而在良心谷展示

大厅内，当看到这些证书后，各位马克思主

义学者向刘孝平伸出了大拇指并称赞，“你

真是切切实实凭良心做事。”

严格要求，商机在不经意间到来。去年，

瑞士SGS检测全部达标的招牌，吸引了国外一

家大型企业，开出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订单，

将400亩地的贡菊买走了一半。

贡菊是良心谷的“小点缀”，也是大收

获。2014年，刘孝平试种了两亩贡菊，并没想

形成产品，只是亲朋好友送了一些，口感、色

泽、功效都很好，反响不错。第二年，发展了

30多亩，形成品牌包装，命名为“泰皇茶”开

始销售。今年，泰皇茶扩大到400亩。高端菊花

茶，平均一朵花能卖到4元人民币，如果换算成

市斤，一斤高达1700元，每亩产值17万元。

“泰皇茶、泰古岩茶，加上泰山石，我称

之为‘新泰山三宝’。”现场，刘孝平戏称，

大家来泰安别忘了带走泰安的有机特色产品泰

皇茶和泰古岩茶。

当有学者提及良心谷走的是什么样的绿色

农业道路时，刘孝平回答说，多年来他总结出

“五个结合”的种植经验：传统农业与科技、

规模、现代营销模式、资本、文化结合。“靠

科技的力量，‘良心谷’实现了南茶北移，也

实现了南方高档苗木的北移。”一句话背后隐

藏了付出和辛酸。

南植北移虽有一些成功先例，但品质无法

控制。刘孝平亲自做实验，“南方茶到北方

来，不能一步到位，我在移植的路线上设置众

多中转站，一年换一个地方，慢慢移植到良心

谷。”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植物其实跟人一

样，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如今，良心谷种植了40多种南方茶叶品

种，其中不乏安吉白茶、黄观音、大红袍、

金宣等名贵茶。经品尝对比后化验，良心谷

茶叶品质超过南方同类茶。除了茶叶，他还

种了香樟、黄花梨、菩提、棕榈树、水杉等60

余种南方高档苗木。这些植物经受了严冬的

考验，成活率达到90%以上。“打破了南方树

木不能移植北方的神话，也给良心谷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单就黄花梨来说，每亩

地可获45万元收入。

“产品大规模上市后,‘良心谷’充分利用

‘互联网+’的优势走网络营销路子，没有设置

茶叶实体店。”刘孝平说，线下有机生产，线

上营销团体做好服务，采取“O2O”模式既能

面对更为广阔的市场，还能节约成本，又能做

到防伪。

另外，刘孝平将良心谷的经营划分为4个产

业：“将有机名茶、南植北引、生态养殖、休

闲旅游融为一体，建设4A生态旅游观光景点和

现代农业示范区。”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美的加工基地

了。”在参观了几座茶叶加工车间后，几位

大咖啧啧称赞道。为适应旅游开发，园区内

所有建筑外观均是徽派建筑，加工车间也不

例外。5条价值400余万元的生产线，只需要8

个工人操作即可。原先，红茶需要单独发

酵，现在，在设备中就能完成发酵。新引进

的北方最大的乌龙茶加工设备，投入生产之

后，将会开创山东(绿茶、红茶之外的)第三个

茶叶品种。

另一个车间里，10台菊花茶烘干机，每台

接近30万元。“设备都能买，菊花都能种，为

什么我们的菊花茶能出口，价格还很高？”刘

孝平反问道，“核心支撑点就是其有机性。”

有机认证门槛高，第一年改造土地的成本达

1 . 6万元/亩，以后每年降到8000元/亩。但一旦

踏进门槛，就有了另一种境界——— 这片土地上

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茶和农作物，都获得了

有机身份。

如今的良心谷，100多万棵南方苗木，本身

就是植物的森林。过去的生态链逐渐恢复，野

鸡、野兔、蚂蚱、蝎子、蛇越来越多，松树底

下长出了蘑菇。所谓“消失的故乡”，正在逐

渐成为一方乐土。

良心谷以北方茶文化为主线，建设“徽派

村”，发展特色游。刘孝平描述了良心谷美好

愿景：“一家人来旅游，可以到我们的有机蔬

菜基地收获蔬菜，酒店的每个房间提供全套的

厨房设施；也可以自己采茶，自己加工，带给

亲朋好友。”

“在建设农业生态文明中如何发展现代农

业？良心谷找到了出路。”王治河教授将此

称之为“良心谷现象”，并称要将代表了中

国现代农业生态文明的“良心谷现象”介绍

到美国去。

7月23日，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高端论坛在山东农业大学举行 与会者合影留念

刘孝平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话交流 马克思主义学者到良心谷进行实地考察

刘孝平介绍欧盟、美国、日本签发的号称“世上最严苛”的有机转换产
品认证书

良心谷内，专注的采茶女成为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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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农民刘孝平与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的对话———

为绿色农业发展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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