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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体现在收入、消费、生活环
境、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提高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努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和促进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农村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农村
居民生活质量获得跨越式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增收渠道明显拓宽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
务，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方各部门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通过农业提
质增效、发展乡村产业、引导转移就业、加
大补贴支持和增加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
径，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22年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比
2012 年增长 140%，年均增长 9.15%，分别较
人均GDP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速高
1.17个和7.13个百分点，既跑赢了人均GDP
增长、更大幅跑赢了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增
长。购买力的增强有力支撑了农村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
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快 1.75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从
2012年的2.88下降为2022年的2.45。

从收入结构看，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明
显拓宽，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随着农村
外出务工人数和工资水平的不断增长，农
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37.23%提高到了 2022
年的 41.97%。支农惠农补贴力度的加大、
社会保障网的织密织牢以及家庭成员带回
收入的增加，使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占比从 2012 年的 17.18%提高到 2022 年的
20.88%。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动各类农村资产逐步得到有效盘活利
用，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从 2012
年的 1.97%提高到 2022 年的 2.53%。相应
地，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净收入的占比从
2012年43.63%下降为2022年的34.63%。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商业
物流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农村居民消费
支出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6632 元，比
2012年增长149.47%，年均增长9.57%，年均
增速较城镇居民快 3.66 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倍差从2012年的2.57缩小
到2022年的1.83。

农村居民消费日益多样化，从满足基本
生活需要向改善提高生活质量转变。以食品
消费为代表的生存性消费占比显著下降，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5.9%降低到
2022年的33.0%，标志着农村居民生活的富裕
程度逐步提高。食物消费中体现生活水平改
善的动物性产品消费量显著增加，2022年农
村居民人均肉类、蛋类、奶类和水产品消费量
分别为33.7千克、13.1千克、8.4千克和10.7千
克，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61.24%、122.03%、
58.49%和98.15%。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
换新等促进农村消费政策的接续推进，激活农
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了农村居民家庭生活需
要。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快速提高，并
呈现提档升级特征，各类家用电器的普及率显
著提升。2022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汽车
32.4辆、移动电话266.9部、冰箱103.9台、洗衣
机96.8台和空调92.2台，较2012年分别增长
390.91%、34.93%、54.38%、44.05%和262.99%。

农村居民发展性、享受性和服务性消
费较基本生活消费更快增长，反映了农村
居民生活更加丰富、更有品质。2022 年农
村居民人均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文
教娱乐支出分别为3503元、2230元、1632元
和 1683 元，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153.66%、
211.02%、191.43%和 148.6%，分别较食品衣
着支出增速高 67.79个、125.15个、105.56个
和 62.73个百分点；2022年人均服务性消费
支出为 6358 元，较 2012 年增长 154.78%，较
食品衣着支出增速高68.91个百分点。

农村生活环境全方位改善，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农村生活环境的全方位改善有力保障
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获得全面提升。我国
在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基本公共服
务等方面持续加力投入，农村生产生活环
境发生了改变，农村居民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农村居民正逐步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提高了农村
生产生活的便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进一步加
大投资力度，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新一
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电信普遍服务等民生
工程项目，农村路网连通、供电保障和网络
普及明显改善，为农村居民多渠道增收和过
上现代化生活创造了条件。截至2022年，全
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453.14万公里，十年间
增长 85.3万公里。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
的比例分别达到 99.9%和 99.8%，较 2012 年
分别提高了 2.56 个和 13.52 个百分点，农村
公 路 列 养 率 达 100% 、优 良 中 等 路 率 达
89.3%，基本形成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网
络。持续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运营，农村地
区公交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乡镇

和建制村通客车率分别达99.8%和99.7%。
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

力，有力保障了农村居民现代化生产生活
的用电需要。全面实现农村边远地区电网
覆盖，彻底解决了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精准
升级农村电网，2022年农村电力网用户平均
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83%，较 2012 年提高
0.044%，户均停电时间从 2012年的 14.16小
时下降为2022年的10.22小时，农户家庭用
电和农村生产用电得到更加稳定的保障。

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偏远地区延
伸，网络覆盖越来越广、资费越来越低、网速越
来越快，农村居民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
2022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9%，较
2012年增长38.2%，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2012
年的87.9%增长至100%，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76亿户，较2012年增长331.4%。网络基础
设施的改善为“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直播
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了机遇。2022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较2014
年增长了11.05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5313.8
亿元，较2014年增长了4.3倍。

农村人居环境的显著改善提高了农村
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有力推进易地扶贫搬
迁、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农房和村庄建设现
代化，农村居民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居住
品质有提升。“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
累计建成 266万套安置住房，实现 960万人
乔迁新居，累计改造农村危房2400多万户，
历史性解决了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
农村住宅混合结构以上面积占比从2012年
的 64.17% ，提 高 到 了 2022 年 的 77.45% 。
2020年乡村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6.8平方米，较2010年增加15.1平方米。

大力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十年来
累计解决了 2.8 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
题，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逐
年提高，2022 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87%，较2012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

扎实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工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农村居民的
生活环境和品质持续向好。2022年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较2020年提高5个
百分点；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1%，较 2012
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
理的自然村比例达 91%，较 2012 年提高了
60个百分点。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提高了农
村居民生活的保障水平。农村医疗保障水
平稳步提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从 2012 年的 240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640 元。特别是 2016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全面实现整合并轨后，农村居民
医保药品和就医定点医院数量、医保报销
比例获得更大幅度提升，农村居民看病的

经济负担明显减轻。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持续改善，农村居民卫生保健水平显著
提高。2022 年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
人员 6.55 人、卫生机构床位6.25张，分别比
2012 年增加 3.14 人和 3.14 张，与城市的差
距分别比 2012 年缩小 1.48 人和 2.36 张；农
村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分别为16.6/10万、5.7‰和8‰，分
别较2012年下降35.16%、54.03%和50.62%。

普惠学前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改变
了农村幼儿上不了、上不起幼儿园的状
况。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农村
幼 儿 园 1241.94 亿 元 ，较 2012 年 增 长
295.12%；农村幼儿园共有98518所，比2012
年增长 56.2%，其中农村教育部门办园和民
办普惠性幼儿园共82359所，占农村幼儿园
总数的 83.6%，农村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 90.6%，基本实现每个乡镇有一所公办中
心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

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
和办学能力，农村学校硬件设施和师资力
量显著增强。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投入农村义务教育 55578.21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6.76 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每百人
拥有的数字终端设备和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量分别到达20.78台和3.71间，较2013年分
别增长 1.68倍和 3.84倍。2022年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达
76.01%，比 2012年增长 35.29个百分点。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12.38万所，受益的学生达到3.5
亿人次，受益学生的体质健康合格率从
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农村养老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14 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整合并轨后，农村
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与城镇居民同
步提升，农村老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
从 73元提高到了 205元。农村机构与互助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加快建立，越来
越多的村建立起敬老院、日间照料中心、
老年食堂、互助社等养老服务设施，农村
老人的生活得到更好的照护。2022 年全
国共有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3.2
万个，较 2015年增长 13.5倍。

新时代以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
大进展，农村居民各方面的生活质量均得
到实质性改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
升。但也要看到我国农村各方面基础仍然
薄弱，农民收入增长还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和压力，农村要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还需
长期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仍须持
续加力补齐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人
居环境等短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农村
居民生活的全面持续改善。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
经济研究部）

多维度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日前，江苏沛县朱寨镇燕牌坊村的
芥菜头开始收获了，村党总支书记燕立
标介绍：“今年燕牌坊村与徐州智慧园
酱菜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 96亩芥菜头
订单合同，签订保护收购价为每斤 0.28
元，目前收购价为每斤 0.35 元，每亩芥
菜头产量超万斤。”

今年以来，朱寨镇多措并举，一
是试点推进村集体自主经营种植，通
过“村党支部引领，村干部带头”的
方法，推动土地流转，村委会流转土
地后开展村集体种植水稻和芥菜头，

实行订单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加快了
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全镇 22 个村盘
活闲置资产 52 处，新增村集体收入
110 万元；三是抓住第二轮土地承包
即将到期的有利契机，将到期后的土
地实行规范管理，由村委会统一流
转，通过“小田并大田”，并将不利于
耕种的地块进行土地平整，根据不同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需求，合理规划使
用，并通过收取一定的高标准农田配
套服务费，增加村集体收入。

虞根华 郑良忠

地方特色产业助推村集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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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漯河经济技术开
发区邓襄镇立足实际、高位布局，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不断探索基层党建与各项工作
之间的连接点，切实谱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紧盯人才培育。邓襄镇围绕推
进乡村“五大振兴”，有序引进各类人
才 15 人，聘请农业科技特派员 24 人，
组织 56 户种植大户参加技术培训。
同时，围绕种子培育、生姜种植等特
色产业发展需求，利用金秋农业种植
合作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农业人才
工作室，把优秀人才聚集到乡村振兴

“主战场”。
紧盯产业特色。立足产业基础和

规模，邓襄镇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指
导后安村引进生姜种植技术，成立生姜
种植合作社，生姜种植面积 100 余亩；
发扬于庄村传统制伞工艺，成立商贸公
司，引导制伞户联采联购，年节约成本
近30万元，村集体创收20余万元；坑韩
村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
400余亩，集体经济创收近 20万元。目
前村集体经济突破 20万元以上的村有
6 个，为谱写乡村振兴“致富曲”奠定了
坚实基础。

紧盯项目实施。为确保重点项目
和惠民项目稳步推进，邓襄镇党委成立
了重大项目工作组，由党政主要领导联
系包抓，同时派驻一名科级领导蹲点推
进，全力提供要素保障。在项目工作组

联系包抓以来，全镇栽种各类树木共
1.25万棵，撒播花籽 1.6万平方米，超额
完成季度绿化任务；实施村庄绿化亮化
工程，照白墙体 2000 余平方米，整治下
水道 2.2 公里；着力打造各村差异化建
筑风格，在洼张、圪垱张、李槐庭等村形
成各具特色的景观。

紧盯生态和谐。邓襄镇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
的“头雁”效应。聚焦人居环境整治，结
合创卫创文等活动，设置党员先锋岗46
个，主动下沉 150 余名党员干部，常态
化整治、多元化宣传、全方位巩固。近
年来，清理沟渠河道 150 余处，清运各
类垃圾等 1.4 余吨，逐步恢复农村水生
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还
田利用，全镇养殖污染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紧盯治理有效。为及时把社会治
理“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邓襄镇形
成镇、行政村、村民小组、户 4 级联合
网格化治理体系，扎实开展矛盾化
解、安全生产、防溺水、反电诈、禁毒
专项行动。同时，邓襄镇司法所联合
派出所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2800 余份，
悬挂条幅 100 余条，做到平安建设家
喻户晓，从源头上杜绝各类隐患、安
全事故的发生。今年以来，全镇党员
干部有效化解东方红路、宜兰路项目
等各类一线矛盾纠纷 30 余起，宣讲理
论政策 80 余场（次），切实提升了群众
幸福感。 曲从俊

不断探索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在江苏省沛县张寨镇，阳光洒在广
袤的田野上，村民们纷纷来到高标准农
田里，查看小麦的长势。

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细碎而分散的
田地已经变为了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
田。田地里的灌溉渠道纵横交错，如同
血管一般为小麦输送用水。田间的太
阳能杀虫灯和诱虫板等设备一应俱全，
为小麦的生长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如
今，在“小田并大田”政策的推动下，田
地得到了整合，小麦的产量也有了明显
提高。

除了小麦的长势，村民们还关注着
田地里的土壤情况。在张寨镇的高标
准农田里，土壤经过改良和培肥，已经
变得肥沃而疏松。这为小麦生长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也让村民们对未来的农
业生产充满了信心。

张寨镇以公共空间整治为突破口，

把零散土地整合集中起来，让村民们把
土地流转给村集体，实现了规模化、机
械化、绿色化种植，不仅提高了农业生
产的效益，还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地分享
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张寨镇还成立
了集体农业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连片经
营，蹚出了一条集体增收的新路。公共
空间的收益也用于建设公益事业，比如
新建了公厕、游园广场和景观设施等
等，还打造了“微菜园”，既美化了环境，
也方便了村民。

“这可真是好啊！以前村里都是小
块的地，耕种收割都费劲。现在好了，
地都连成片了，用机器干活省劲多
了。而且我还听说村里准备把一些地
块托管给专业化农业生产服务公司
呢，这样又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
益。”村民们纷纷表示，“小田并大田”政
策真是好！ 魏明毅 韩方举

散田连成片 增粮又增收

□□ 徐小忠

乡村要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近
年来，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热度增加，持续
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厚植人才
沃土，进一步激活返乡青年的创业热情，
就必须解决好返乡人才在创业实践中的
具体问题。要从“定方向，深钻研、稳步
伐”三个关键着手，充分发挥返乡青年的
积极作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和美乡
村建设。

定好方向，锚准创业赛道。返乡青年
创业应结合产业情况和市场需求，发挥好
本地特色资源优势，找准利于发展的产业
赛道。同时，要确定个人发展方向，在返
乡创业、就业时充分了解本地人才引入机
制，以及相关普惠性支持措施与创业补
贴、贷款等优惠政策。

深入钻研，发挥专业特长。随着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
业、农村电商等一批新兴业态涌现，不
少返乡青年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技能，
应在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中充分发挥
作用。一方面，青年人才应继续加强学
习，实践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运用，将
市场思维、互联网思维引入乡村。另一
方面，要扎根乡土，积极参与本地相关
创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在创业实践中，

主动向本地村干部、农业大户、致富带
头人学习。

稳住步伐，把握发展节奏。农业产
业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返乡创
业青年应从市场需求变化出发，灵活
运 用 资 金 、技 术 、校 企 合 作 等 发 展 手
段，培育高效优质农产品，延长产业链
和 价 值 链 ，发 掘 农 产 品 的 品 牌 价 值 。
要看到部分乡村存在的“空心化”、人
口老龄化等问题，以现代观念和科技
力量唤醒潜在农业资源，并在可控风
险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不同乡村自身条
件和禀赋的盈利模式，稳扎稳打做好
开源节流，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循序
渐进开拓市场和树立口碑。切忌只追
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无视市场反
响的过度投入。

“新农人”之“新”，不仅在于身份之
新，更在于他们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
以及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新气象。青年
返乡创业把握好三个关键，有助于青年
人才更好参与农业农村建设的同时实
现自身人生价值，以奋斗热情助推乡村
产业发展与转型，促进现代农业蓬勃发
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交
通发展投资集团）

青年返乡创业要把握好三个关键

□□ 季昆森

现在人们一谈低碳经济，讲工业的
多，讲城市的多，讲乡村的少，讲农业的
少，实际上发展低碳农业潜力巨大。

气候变化和已走向末路的化石燃料
时代，正在给农业和人类发展带来新的
挑战。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和燃
料价格波动都将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的
稳定性。推动农业领域节能降碳，有利
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发展低碳农业从何入手？可以从循
环经济的 4R 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
再循环、再思考”四个方面，来阐述低碳
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

减量化原则的运用——推行“九节一
减”。在农村要有“系统节约”的概念，可
以具体化为“九节一减”。“九节”，即节
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电、节油、
节柴（节煤）、节粮；“一减”就是减少从事
第一产业的农民，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经
过培训，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从事三产。

抓好“九节一减”，不仅可以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还可增强
土壤的固碳能力，大大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是在广大农村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转
变农业增长方式，化解农业风险，发展循
环农业、低碳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有效实现形式。

再利用原则的运用——做强加工
业。一是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二是
将各类农产品加工后的副产品及有机废
弃物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进行系列开
发、深度加工。有时由此产生的效益会
超过主产品的效益，既节约了能源资源，
又解决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可以有效
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再循环原则的运用——发展微生物
产业。从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仅
依靠水土资源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寻求

新的出路。
新的出路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微

生物。它是把传统农业的动植物资源利
用扩展到微生物资源利用，创建以微生
物产业为中心的现代农业。目前农村微
生物运用最广泛最有成效的是沼气。沼
气的残留物——沼液可以代替农药、沼
渣可以代替化肥，是广大农村发展安全
优质农产品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新的
出路之二是将农村各种废弃物化害为
利、变废为宝，进行循环利用、深度利
用。新的出路之三是充分利用太阳能和
智能代替化学能。

这三条新出路，是在广大农村发展
低碳农业的着力点，可有效地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再思考原则的运用。一是经营生态
环境，二是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三是
调整优化升级农村产业结构。这三点，
尤其是第二点的“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
中，有机农产品不施用任何化学合成物
质，绿色农产品严禁施用高毒高残留化肥
农药，少用化学合成物，多用有机肥。这
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大
量消耗化石燃料的问题，大量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实践表明，发展有机农业，在这一领
域几乎能够达到碳中和状态。在生产过
程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强化固碳，还会
带来生物多样性以及其他生态环境服务
方面的益处。有机农业兼具许多优点，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

此前有专家提出的“一料（秸秆）变
四料（肥料、原料、饲料、燃料）”的思路，
也是发展低碳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对策。

用秸秆做肥料。传统的做法是把秸
秆深翻到土壤里腐烂做基肥，有的把秸
秆粉碎掺加畜禽粪便发酵后做生物质有
机肥，也可以对秸秆进行速腐还田，这样
做可减少对化肥等高碳肥料的利用。

另一方面，用秸秆做肥料进行还田
不仅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使耕地质量
改善，还可以把秸秆内的碳固定在土壤
内，这同将秸秆露天焚烧相比，可以大大
减少二氧化碳的释放。

我国耕地红线是 18 亿亩，按平均容
重为 1.2 吨/立方米计算，如将土壤有机
质含量提高 1%的话，相当于土壤从空气
中净吸收了 306 亿吨二氧化碳。即使我
们利用 30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增长过
程，每年也约有 10 亿吨的二氧化碳被固
定在耕地里。可见用秸秆做肥料还可
起到土壤固碳的重要作用，技术上也相
对容易操作。

用秸秆做原料。有的用秸秆做各种
类型的纤维板、木塑型材，如以麦秸为原
料经过挤压成型为定向结构麦秸板，可
广泛用作于墙体、屋面和地板的底衬板，
是框架结构建筑中使用量最大的材料之
一，既隔热保温隔音防潮，又增加房屋的
空间体积，可大大减少高耗能的钢材、水
泥、砖瓦的运用，还可减少对森林的砍
伐。有的用秸秆烧制活性炭，如安徽省
阜南县用当地盛产的红麻等农作物秸秆
烧制活性炭，每年可节约木材 50 万立方
米，减轻了对生态的破坏、对环境的污
染。有的用农作物秸秆与牛粪等做培养
基培植各种食用菌，还有的将秸秆经预
处理后厌氧发酵作制沼气的原料，解决
了沼气原料不足的问题。

用秸秆做饲料。将玉米秸秆青贮氨
化喂牛效果好，还可将玉米秸秆切断揉
搓发酵后打包做面包草喂牛，营养价值
高，储存时间长，降低了运输成本。

牛是复胃动物，有四个胃（瘤胃、网
胃、瓣胃、真胃），牛吃下草类后先在瘤胃
里分解消化一遍，再送到真胃里去分解消
化吸收利用。根据这一原理设计的“人工
瘤胃”发酵技术对秸秆进行发酵后就可作
为单胃动物猪的饲料。用这种饲料养一
头育肥猪可节省粮食100-150公斤，养殖

母猪每年每头可节省五分之四粮食。“人
工瘤胃”是人类在模仿牛等复胃动物瘤胃
机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是用秸秆为主料
饲养单胃畜禽的一大进步。

用秸秆做燃料。已经有许多高等院
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在综合利用
秸秆的研究上出了许多重要成果。以往
用秸秆作为生物质能源主要有直燃式和
热解气化式两种。直燃式是利用农作物
秸秆直接燃烧产生热量，但其热效率仅
为气化的三分之一，且投资大；热解气化
式在热解气化过程中同时挥发出多种有
机化合物和焦油，若不加以回收利用，造
成环境污染，而且只利用了单一的可燃
气，资源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南京林
业大学张齐生院士针对上述问题，研究
开发了生物质能源多联产综合利用技
术，在气化炉内将生物质材料限制供氧
的条件下燃烧，发生一系列的燃烧反应，
同时回收产生的气、液、炭和热水。热解
产生的气体主要含有甲烷、乙烯、一氧化
碳、氢气等可燃性气体，可将其输入燃气
轮机发电或直接向用户供气；产生的液
体含有酸类、醇类、酯类、醛类、酮类、酚
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可用作于饲养家畜、
家禽的消毒杀菌液、除臭剂或用于农药、
助剂、促进作物生长的叶面肥，在有机农
作物中施用效果明显；产生的固体生物
质炭经过处理可作为工业用炭、生活用
炭、有机复合肥、肥料缓蚀剂等；冷却炉
体产生的热水可用在工业或民用。这是
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总之，在广大农村生产、生活各个方
面都可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人人
都能用上力，人人都要出力，这是我们取
胜的法宝。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发展低碳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路子。

（作者系安徽省人大原副主任、安徽
省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第二届中华环
境奖获得者）

低碳农业潜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