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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帽机“哒哒”地旋转着，一条条
由小麦秸秆编织成的草辫经过订线、
定型等工序，一顶草帽就“诞生”了！
草帽、果篮、杯垫、花瓶……在“草编之
乡”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小桥镇，利用
秸秆编织而成的草编产品五花八门，
当地甚至曾举办万人草编艺术节，草
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仅 2023 年我们生产的草帽就有
20 多万顶，产值 200 余万元。”小桥镇
学超草帽经营店负责人邹学超告诉记
者，在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的支
持下，他淘汰了老旧设备，新购置 2台
小麦秸秆加工设备，编制工艺更加精
美，项目按照 150 元/吨的标准对他收
集的小麦秸秆进行补贴，为他省下一
大笔生产成本。

小桥镇的街巷散落着许多家草
帽铺子，营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
忠介绍，目前，小桥镇等周边乡镇常
年有 5000 名左右农民从事麦秆制品
的初加工，全县通过“秸秆收集-农
户草编-专业户加工-商户销售”模
式，实现了农户、专业户、商户三方
受益，经过多年发展，“小桥草帽”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品牌，草编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

小麦秸秆草帽产业成了连接千家
万户的“无烟工业”。营山县年产秸秆

资源总量 44万吨，为推动秸秆高质高
效利用，打通秸秆循环利用堵点，营山
县探索高值化利用、产业化发展路径，
探索出一条以肥料化、饲料化利用为
主，原料化、基料化利用为辅，燃料化
利用兜底的秸秆高质高效利用新模
式，把秸秆资源化利用培育成农村新
的优势产业和农民新的致富门路，让

“环境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围绕“五化”综合利用模式，营山

县制定“还田利用不低于 100亩、离田
利用不低于 100 吨”的“双百”遴选标
准，公开遴选 100余家秸秆利用主体，
建立以加工场和养殖场为固定收储
点、村为临时收储点、田间地头为移
动收储点的收储运体系。各业主还
创新了秸秆收集方式，例如支付现金
购买秸秆、代耕代种收取秸秆、有机
肥置换秸秆等等，全县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 91.5%。

“目前，全县形成以固定收储场所
为主力，临时收储点为支撑，移动收储
点为补充的秸秆收储运体系，‘有人
收、运得来、用得上’成为营山秸秆产
业化发展的制胜‘法宝’。”刘忠介绍，
2023年，营山县新建秸秆收储加工点、
秸秆库棚及加工房等 9100平方米，带
动新增就业人员 700 多人，带动农户
增收2000万元。

四川营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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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俺种的小麦比去年足足增
产 20%以上，真中！”在河南省商丘市
柘城县远襄镇余老家村的农田内，淑
娟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余淼笑得合不
拢嘴。

余淼介绍，田里已经许多年没施
用有机肥了，直到去年，他流转的 500
多亩地用上了秸秆堆沤而成的有机
肥，每亩地施用 4吨左右，土壤肥力提
升效果显著。“今年小麦不但分蘖力、
抗旱能力强，长势还出奇的好，穗头
大，籽粒也饱满，为丰收奠定了基础。”
余淼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柘城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秸秆年
产量135万吨，秸秆资源丰富。该县被
誉为“中国蛋鸭之乡”，全县养殖蛋鸭
500 万只，蛋鸭产业成了当地的“金字
招牌”，每年蛋鸭养殖产生的粪便及尿
液达到 45万吨。如何降低秸秆、养殖
粪污等农业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为特
色产业发展增添绿色底色，成为当地面
临的重要议题。

2023 年以来，柘城县实施中央财
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探索蛋
鸭养殖粪污与秸秆资源相结合的资源
化利用模式，利用小麦秸秆或玉米秸
作为养鸭的垫料，清理后再用于制作
有机肥，实现秸秆肥料化利用，为农业
绿色发展开出“良方”。

在河南丰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一条有机肥生产线不间断运行
着。负责人岳心亮告诉记者，公司引
进了一条年产 10 万吨有机肥的生产
线，每年可消纳秸秆 15 万吨左右，年
经济效益 200 多万元，为蛋鸭养殖户
带来收益更是高达 2亿多元。“我们在
解决了养殖粪污污染的同时，生产出
有机肥，打造了一条秸秆肥料化利用
的绿色产业链。”岳心亮说。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把秸秆送到
饲养企业、热电公司，需要有中间商、
中介组织等，柘城县通过项目实施，积
极发展新型经营主体。

浩明秸秆草业有限公司正是迅猛
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之一。公司负责
人许坤领介绍，为做好秸秆收储运工
作，公司在全县多地设立分公司和秸
秆收购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收储秸
秆10万多吨，加工优质草料5万多吨，
为推动柘城县秸秆草业与养牛业的深
度融合贡献了力量。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许士伟介
绍，去年起，柘城县依托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秸秆订单收购模式，目前新
培育以秸秆加工利用为主的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 10 多家，新增秸秆收贮点 6
个。2023 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
93.05%，肥料化利用比例达80%以上。

河南柘城县

为作物增产添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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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秸秆利用途径少，我们只能
一把火烧了它，焚烧秸秆给消防、交通
等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秸秆简直是
个‘大麻烦’！”回想起以往的场景，种
植户于桑连连摇头。近年来，甘肃省
武威市凉州区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秸秆在农民中的“形象”发生 180
度大转变，于桑欣喜地说：“以前没人
要的秸秆，现在反倒成了宝！”

在凉州区，最先寻到“宝”的非牛
羊莫属。走进位于凉州区武南镇的金
谷丰畜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牛儿
正在低头食用草料。合作社负责人张
成年告诉记者，眼前的草料正是由玉
米秸秆加工而成，原本废弃的秸秆如
今成了牛羊们喜爱的营养美餐。

凉州区是农业大区，2023 年秸秆
产生量 69.37 万吨，可收集量 61.89 万
吨。凉州同时又是养殖大区，全区畜
禽饲养量达到 1088 多万头（只）。近
年来，凉州区探索农作物秸秆饲料化
利用途径，将秸秆“变肉”“换奶”，从
政策引导、技术推广、补偿机制等方
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秸秆综合利
用率，有效缓解畜牧业饲草料资源短
缺问题。

走进武威天牧草业发展有限公
司，一辆满载秸秆原料的货车正在卸
车，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经过切碎、揉丝、搅拌等工序，牛
羊喜爱的“草罐头”新鲜出炉。

“压块膨化、青贮等方式解决了
秸秆贮存难和冬季饲料紧缺问题，在
提升饲料营养价值的同时，大幅降低
养殖成本。”张成年算了一笔账，合作
社现存栏肉牛 465 头，每年利用秸秆
饲料5000吨左右，通过秸秆利用可节
约饲料成本 30%左右，每年节省饲料

成本支出高达130万元左右。
近年来，凉州区积极开展秸秆利

用补偿探索，按照秸秆可收集资源量、
收集难度、加工利用成本等因素，合理
制定奖补方案，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奖
补制度建设。“通过探索建立秸秆利用
补偿机制，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加快推进，既缓解了秸秆等农业
废弃物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问题，还有利于资源节约，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循环
可持续发展。”凉州区农村能源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吴兴红说。

据统计，2023年，凉州区秸秆饲料
化利用53.75万吨，饲料化利用率达到
86.85%，秸秆综合利用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技术水平稳步提升。

甘肃武威市凉州区

让牛羊吃上营养餐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姬

松茸新鲜上市。在利翔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种植大棚内，一朵朵形如伞状
的姬松茸破土而出，圆润饱满、长势
喜人。

在大家的印象中，像姬松茸这样喜
高温、潮湿，要求通风条件好的食用菌
品种，过去在长江以北鲜有人种植。如
今，曲周人利用秸秆，为姬松茸等珍贵
食用菌种植打开了新思路，用一朵朵小
菌菇撑起“致富伞”，激发乡村振兴新
活力。

故 事 要 从 11 年 前 讲 起 。 2013
年，利翔农业负责人李文利从一位
云南朋友那儿得知，食用菌的栽培
基质以秸秆等为原料，当地却要花
费每吨 700~900 元的高价从河南调

运压包后的秸秆。“我们曲周是农业
大县，秸秆资源十分丰富，每吨秸秆
只需 200 多元，岂不是更有发展优
势！”得知此事后，跟秸秆打了一辈
子交道的李文利嗅到了新商机，他
从云南引进姬松茸菌种，并逐渐形
成秸秆收购、栽培基质加工、姬松茸
种植的全产业链条。

“收上来的秸秆粉碎浸泡后，按比
例掺入畜禽粪便、土壤等原料，进行25
天高温发酵，再铺到菌床进行二次发
酵，就可以播种姬松茸了。”李文利介
绍，农作物秸秆富含有机质，为姬松茸
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掺入秸秆的
栽培基质透气性好，在自然大棚内，姬
松茸一年能收获 6~7 茬。目前，该企
业年消化利用农作物秸秆达到1.26万
吨，产出食用菌培养基料 2.5 万吨，食
用菌销售额达370多万元。

曲周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建峰介绍，截至2023年，全县种植食
用菌面积2000余亩，年产量1万余吨，
成为曲周特色产业新的生力军。他介
绍，废弃的基质还可以回收用于蚯蚓养
殖，蚯蚓粪便制成有机肥，形成“秸-
菌-肥”绿色循环产业创新模式。

为保障食用菌产业发展，曲周县
不断完善秸秆基料化利用产业和收储
运体系建设，目前全县拥有秸秆综合
利用市场化主体 45家，各乡镇村秸秆
综合利用收储体系实现全覆盖，基本
建立市场化运转机制，年产出食用菌
培养基料10.5万吨。

一根秸秆“链”起绿色产业。如
今，曲周县围绕食用菌产业一条主线
发展菌种厂、深加工厂、冷库物流，带
动周边邱县、肥乡等地群众就业 3000
余人。

河北曲周县

“链”起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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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落幕，各地正在开展夏种、夏管，当前也正是农作物秸秆回收利用的关键期。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高度
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各地因地制宜形成肥料化、饲料化为主，兼顾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的多元利用格局。丰
收之后，秸秆都去哪了？各地如何为秸秆综合利用寻找出路？请看本期专题报道。

秸秆综合利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7月 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启动上
线交易满三周年。截至 7月 15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超过
4.6亿吨，累计成交金额近270亿元。

全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上线，该市场成为中国落实“双
碳”目标、履行气候承诺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据统计，全国碳市场第一
个履约周期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5亿吨，第二个履约周期年覆盖二
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亿吨，从可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看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碳市场。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披露数据显示，7月15日，全国碳
市场收盘价报87.05元/吨，与启动上线交易首日的开盘价48元/吨相比，
将近翻了一倍。

三年来，全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从今年开始，建设逐步提速。今
年1月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重启，意味着全国碳市场迈
入由全国强制减排交易市场和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双轮驱动”的时
代。5月 1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这一政策是我国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的法规，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
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对碳排放权的分配、交易、核查、清缴等环节进行
了详细规定，并设立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框架，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
行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全国碳市场已进入第三个履约周期，目前仅有发电行业被纳入其中，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推动全国碳市场的首次扩围，以期构建
更加完善的碳市场，推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全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岳海兴

“这几天天气晴好，温度适宜，水暖田肥，正是稻田鸭下田的好
时机！”近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庆安县方胜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种植基地，水稻已经进入分蘖末期，合作社理事长窦方胜正
在和社员们将稻田鸭陆续投放到一片片翠绿的稻田中。刚到地里
的小鸭子便开始辛勤“劳作”，三五成群地在稻苗间戏水，欢快地觅
食，消灭田间的杂草和害虫，“嘎嘎”声此起彼伏。“我们选育的鸭子
是天府麻鸭，它的环境适应能力强，最大的鸭雏已经长到 1 斤了。”窦
方胜说道。

“鸭子在水稻田里放养是有讲究的，它们不但能吃掉田里的杂草、
害虫，有助于减少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量，而且鸭子排出的粪便还可
以用来给土壤增加肥力，既节省了肥料，又实现水稻产量和品质双增
加。”提起这群“打工鸭”，窦方胜介绍，合作社自 2022 年起，第一次尝
试了稻田养鸭的种养结合新模式，在合作社的 300 亩水稻里放养一定
数量的鸭苗。去年，随着水稻收获、鸭子出栏，他终于尝到了生态种养
模式的甜头。

窦方胜介绍，除了能够吃掉杂草和害虫，为稻田补充鸭粪，鸭子不
时在水稻田中来回穿梭，又可以将水稻叶子上的虫卵抖下来，很大程度
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窦方胜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稻田养鸭能够
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和水稻产量，后期离田时，一只稻鸭的市场价可以达
到 60 元，以一亩水田放养 20 只稻鸭为标准，每亩地能够增收 1200 元。
与此同时，水稻的品质大幅提高，合作社生产的“有机鸭田米”产品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每到秋天稻米产品上市后，每斤米的市场销售价
能达到 8.5 元左右，相较于合作社以前生产的大米产品，每斤能多卖 1
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近年来，合作社不断扩大规模，最近还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宇洋
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合同，双方在庆安县勤劳镇、发展乡投放了 1 万
只稻田鸭，合作探索生态种养模式。窦方胜表示，合作社将逐步扩大推
广面积，计划到 2025 年养殖规模从 1 万只扩大到 10 万只，辐射稻田面积
达到 5万亩，带动更多农户，走出一条“稻鸭双收”的致富路。

黑龙江庆安县

“稻鸭共生”走出生态新路

在安徽省蚌埠市万豪能源生物天然气
项目现场的总控室内，随着技术人员按下按
钮，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材料通过输送皮带
送入水解池混合搅拌，不一会儿，生物天然
气、液态二氧化碳等绿色资源从池中“吐
出”，演绎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场景。

“我们将自主研发的智能撬装天然气液
化装备与传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融
合，实现对有机废弃物‘吃干榨尽’。”合肥万
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留瑜说。

将秸秆等废弃物“吃干榨尽”的秘诀是
什么？张留瑜介绍，传统生物质厌氧发酵温

度只能达到40多度，而该项目采用高温厌氧
发酵技术，发酵温度能达到 50 多度，能够很
快将有机废弃物消化掉，对寄生虫卵的杀灭
率较高，单位容积产气速率高。

张留瑜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高温发酵
就好比是发酵罐里的高温厌氧甲烷菌‘发
烧’了，它的活性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强。”
为了维持发酵罐内的高温，项目采用太阳能
及热泵热能耦合技术，充分利用太阳能及回
收装置运行中的余热，大幅降低了高温厌氧
发酵所产生的能耗，无需消耗额外的能源。
项目不仅可以使用畜禽粪污作为原材料，还

可利用小麦秸秆、玉米秸秆及各类陈旧秸秆
进行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原料适应性更广。

传统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大
多停留在沼气的回收和利用阶段，附加值较
低。为了打通秸秆等有机废弃物由“治”向

“用”转变的“最后一公里”，蚌埠市建成行业
首座生物天然气液化及碳捕集项目，增压、
提纯、深度脱水、深冷降温，经过一系列工
序，生产出液化生物天然气、液态二氧化碳
和绿色有机肥等产品。其中，液态二氧化碳
就是二氧化碳被“捕集”后的产物，可用于冷
链物流、农产品保鲜、农业大棚增产、油田驱

油增产等，不仅提高了产品附加值，还最大
限度实现了有机废弃物资源的高效循环利
用，以及废弃物与污染物“零排放”。

蚌埠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勇介绍，该项
目年消纳各类秸秆、畜禽粪污等有机废弃
物 17 万吨，年产液化生物天然气 1.3 万吨、
液态二氧化碳 3.2 万吨、有机肥 5 万吨。该
项目推动生态农业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
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了秸秆等资源
的综合利用率，还将废弃物变成资源，为探
索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新路径、
新技术、新模式。

炎炎夏日，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千亩茶山绿意盎
然。近年来，惠水县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依托独特的山地资
源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打造集产业发展、观光旅游、生态康养为一体的
产业综合基地。目前，当地种植金观音、黄金叶等茶叶品种共计8000余
亩，围绕茶山成功打造了云岭茶街等景点。 惠组轩 摄

□□ 方舒宁 程婷

今年以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推广“稻虾轮作”规模化种植，
稻香虾肥、一水双收，通过以稻养虾、以虾促稻，实现粮虾“双赢”，具
有稳粮增收、提质增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等优势，开启生态致富
新模式。

金东区鞋塘街道上下王村正积极发展“稻虾轮作”规模化种植项目，
该项目也是该村今年新发展的村集体产业项目之一。上下王村党支部书
记王樟成介绍说：“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筹备，前期进行田块、水利等基础设
施改造，今年三月就抢抓时机投放虾苗，赶着在‘五一’捕捞上市。”目前，
基地共占地 150亩，形成以优质小龙虾和高品质生态稻米为核心的新型
农村共富产业链。除了传统的龙虾养殖，基地还有龙虾垂钓、餐饮等旅游
项目。

为弘扬农耕文化，上下王村把传统农耕用具进行陈列展示。当地村
民捐出数百件农耕老物件，融入该村“农耕文化”风景线打造，成为学校研
学、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王樟成表示，该村将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挖掘产业特色优势，做强“农业+观光业”融合文章，形成品牌效应，同心绘
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

“稻虾轮作”开启生态致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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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市

将有机废弃物“吃干榨尽”

本专题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撰写

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万亩黄汾滩涂上，致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秸秆机械打捆收集作业。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