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眉

清洁高效能源开发利用，是净化美化农
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实现乡村振
兴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各地农业部门把农村能源扶贫融入凉山
州脱贫攻坚主战场，不仅实现了集中供气，美
化了农村环境，更带动了当地特色农牧业的
发展。

沼气进农村
绿水青山入画来

初升的太阳刚爬上山顶，笼罩在山间的
薄雾渐渐散去，显露出一地水草肥美，西昌市
黄水乡书夫村彝家新寨掩映在绿水青山间，
焕发着勃勃生机。

村民石尔色莫娴熟地打开沼气灶，“啪”
一声响，灶上蹿起一朵蓝色火苗，不一会儿，
饭菜香味就飘满了屋内。

石尔色莫的家，地面干净整洁，厨房里，
一个沼气灶摆在灶台上，雪白的瓷砖墙面上
没有一丝油污。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石尔
色莫一家还居住在破壁残瓦的土坯房里，厨
房、厕所、猪舍连为一体，一到夏天蚊虫乱飞，
卫生条件堪忧。

西昌市樟木箐镇字库林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曾承胜告诉记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生活可
以这样美好！祖祖辈辈都过着刀耕火种、烟
熏火燎的生活，现如今，新时代了，我们的生
活变化太大——沼气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必须相信科学，利用科学技术，使我们的
生活更美好。”

小小沼气池带来的不仅是一簇簇跳动的
蓝色火焰，更敦促村民们养成保持清洁、优美
生活环境的习惯，让村民们加强了紧跟时代、
相信科学和利用科技改变生活的新观念。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又属“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脱贫
攻坚基础薄弱。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能源系
统牢牢抓住省委、省政府将农村能源建设纳
入专项扶贫机遇，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形成好风气，养成好习惯”
的“四好”创建目标，以“三建四改五洗”为抓
手，以农村沼气助推脱贫攻坚为主线，以助农
增收、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全州各级农能部
门压实责任，撸起袖子，真抓实干，深入实施

“一池三改”农村基础建设工程，建设新村集
中供气、大型沼气和户用沼气，推动贫困户改
圈舍、改厕所、改厨房，实现了圈舍硬化、厕所
净化、厨房亮化。

种养循环
激活绿色生态产业

“没有建沼气池以前，每年光是处置奶牛
的粪便都要花费2万元左右。我管理沼气池4
年以来，就为合作社节约了将近 10 万元！”康

达奶牛养殖合作社专职沼气发电管理员林二
娃自豪地说。

成立于 2012年 4月的西昌市康达奶牛养
殖合作社坐落在风光秀丽的佑君镇磨盘山西
麓，蜿蜒的白沟河从合作社旁静静流过。这
是一个年存栏奶牛 700余头、日产鲜奶 6吨的
省级合作社，也是伊利公司华中大区的优质
奶源基地。

2015年，合作社得到中央财政支持，新建
了 900立方米的大型沼气发电项目，2016年 3
月投入使用。

说起沼气发电项目的好处，合作社董事
长马康达掰着手指说：“一是污物全部排入沼
气池，达到了污水零排放的环保要求；二是实
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一个沼气池发的电，就
完全可以满足养殖场全部的生产和生活用电
需要，4年来节约粪便处置费用和用电成本近
30万元；三是为保护生态做了贡献，每年产生
的 5000 多吨沼渣沼液作为优质有机肥还田，
大大减少了化肥使用量。”

天刚擦亮，德昌县永郎镇永跃村村民邱
林就来到自家果园。此时正值芒果成熟季
节，累累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自从
用上沼气后，不仅解决了燃料和照明问题，沼

液沼渣还可浇灌果树。”他给记者算了笔账：
家里用沼气烧水做饭，一个月省下 60 多元电
费。用沼液沼渣浇灌果树，产量提高了，每年
还可节约一千多元肥料钱。

据了解，德昌县永郎镇永跃村沼气集中
供气站是 2018 年省级新村集中供气点项目，
年产沼气 2.5 万立方米，向周边 70 户农户供
气，年处理养殖粪污1600余吨，沼渣沼液作为
有机肥全部施用于附近果树。

德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使
用沼气解决了农户的生活用能，节约了肥料、
农药的投入，同时也促进了种养业的良性发
展。现在每口沼气池每年可为农户增收节支
1000元左右，200口沼气池每年可为农户增收
20万元左右。”

据悉，以沼气工程为纽带，凉山大力推广
“种—养—沼”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种植
业产品及其副产物作为饲料直接饲养或通过
发酵后饲养畜禽，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引入
沼气发酵产沼气，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用于
果蔬林木等种植业。

上联养殖业、下联种植业的农业循环经
济新格局已然形成，实现了畜禽粪便资源化，
农业生产无害化。

沼气革命
助推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凉山彝族自治州高度重视农村
沼气建设，把沼气池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
核心工程和民心工程来抓，既变绿水青山为

“金山银山”，又加速了农村节能减排，绿色发
展，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自2010年以来，安排中央、省和州级项目
资金 25245.5 万元支持农户新建户用沼气池
108645口，其中中央投8710万元，新建户用沼
气池 41950 户，省级投资 5782.7 万元，新建户
用沼气池 46627 口，其他整合资金项目投入
10752.8万元，新建户用沼气池 20068口，保有
量累计达到 39.072 万户，适宜农户沼气普及
率进一步提高达 52%。安排中央预算内项目
资金 2580 万元，支持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 16
处；安排省级、州级财政项目资金 3579.82 万
元，支持新村集中供气工程79处，安排中央预
算内项目资金774万元，新建服务网点172个。

通过项目建设，农村能源呈现出四大转
变。由过去的小打小闹向“大力普及”转变；
由过去粗放型、分散式布局向集约型、效益
型、规模化增长转变；由过去单一使用沼气能
源向沼气能源综合利用转变；由过去以建为
主向建、管、用并重转变。

通过转型发展，农村能源逐步形成了以
薪柴、煤炭、电、沼气、液化气等互补的多元化
利用格局，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柴、草、秸秆为
主的能源利用模式。随着省柴节煤炉、沼气
池的大力推广和节能技术的应用，农村清洁
能源利用率得到大提升，减少了森林的砍伐、
植被的破坏，节约了煤炭资源，有效地保护了
资源，降低了碳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目
前，安宁河流域的部分村沼气使用率达到80%
以上，大小凉山彝区、木里藏区部分村的沼气
使用户达到60%以上。

通过增强服务，农村沼气服务体系逐步
完善。全州现已建成乡村沼气服务网点 379
个，可指导全州一半以上的农户开展沼气、沼
渣、沼液综合利用，开展日常管理维护服务。
下一步，还将计划完善村级沼气服务体系，实
现全覆盖。

截至目前，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能源户
用沼气建设每年可产沼气达 13248 万立方
米，新开发和节约的能源折算标煤 9460 万
吨，为农户减少燃料支出3.12亿元，减少农药
和化肥支出 3785万元；沼气综合利用可为农
户增收节支 4.5亿元，每年可使 132.48万亩林
地林木免受樵采得到保护；每年可减少水土
流失17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当量75.7万
吨……经济、能源、社会、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沼气涵养了青山绿水，照亮着新村文明，
温暖了千家万户……在凉山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小沼气发挥着大作用，描绘出农村美、产
业兴、村民富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一池沼气 点亮农家新生活
——四川凉山州能源扶贫美化农村环境

如何采用秸秆清洁取暖，有哪些秸秆供暖技术，你知道吗？
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组织编写
的《秸秆清洁供暖技术》科普画册正式出版。该画册采用拟人手
法，创新设计了生动形象的秸秆
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普及
秸秆清洁供暖技术，内容包括秸秆
篇、成型燃料技术篇、捆烧技术篇、
热解炭气联产技术篇、沼气技术篇
等五个部分，设计了45个问答，约
80 余幅手绘插图和 60 余张照片，
画册内容丰富、生动有趣，为基层
推广人员、农户等提供通俗易懂的
秸秆清洁供暖知识。

本报记者 孙眉

《秸秆清洁供暖技术》科普画册出版

画册更多内容请扫描二
维码。

“原来，水稻还能当作风景种！看惯了清一色的绿色水稻，当
通过创意设计，将黄色、紫色、绿色等彩色水稻呈现在面前时，我感
到十分惊奇！”在创意农业专题展展区，来自山东曹县魏湾镇王泽
铺村的刘先生发出如此感叹。

在第27届中国杨凌农高会上，首次举办的创意农业专题展成
为展会上新的亮点。该创意农业专题展，分为创意农产品展示区、
创意农业景观展示区、创意设计及科技体验展示区三大特色展区，
为观众呈现了创意农业的新美奇特和多彩多姿。

杨凌示范区宣传部长张小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创意
农业展当中，既展出了我们一部分创意农业的产品，也有创意农业
的设计，还有创意农业未来的发展。希望结合现代的科技，让创意
农业走进千家万户，来美化我们的生活。”

参会的合阳洽川葫芦种植合作社宋朋杰所言：“创意农业，重
点在文化，农民是主力。家乡有人有地，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起
做出特色呢？”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数字科技的应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
响，让农业变得更“时尚”。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项煌妹表示将
联合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让中国农业高科技走出实验
室，加速商业化、品牌化和产业化，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探索新模式。

据了解，举办本届创意农业展，打造“农业迪士尼”和“创意农
业嘉年华”，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创意农业新模式、培育创意农业新
品牌、拓展创意农业新内涵，让更多人感受到农业的创意之美和美
好“钱景”。 本报记者 孙眉

农业“嘉年华”添彩27届杨凌农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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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贵州省遵义市选派一批年轻
优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育苗、整地、田间管理、肥
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指导，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打造绿色遵义。
图为遵义市汇川区党员农技专家杨正武（右）在泗渡镇坝区指导当
地农民种植第二季农作物豇豆。 简恳 谭平平 摄

□□ 吴华丹

“这片土地原先是铝土矿采空区，保水、保
肥的功能很差，跟‘死土’差不多，经过修复后
现在已经可以种植农作物了。”近日，在实地查
看广西平果市果化镇布荣村棵榕地块时，当地
环保公司负责人介绍如何让受污染土壤“复
活”的经验。

棵榕地块是平果市铝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
项目中的一个修复点，项目位于矿山复垦地，修
复总面积近 3000 亩，总投资为 3500 万元。项目
实施内容包括土壤调理和植被恢复。先通过添

加有机营养土对土壤进行调理，提高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恢复土壤生态平衡，增强土壤肥力，
使土壤具备农作物的种植条件，然后种植牧草、
甘蔗等，进行生产经营，对种植的农作物进行管
理及维护，确保铝土矿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

“科学复垦矿山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迫在眉
睫的工作，这不仅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有
限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对提高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更是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平果
市果化镇布荣村党总支书记方琳说。

为破解土地资源匮乏、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难题，平果市除了有规划地对铝土矿采空区进
行修复外，还充分利用矿山复垦土地资源充足、
土地租金低的优势，引进龙头企业，发展养猪、
养鸡等产业，进一步盘活矿山复垦土地。

在利用矿山复垦地发展产业道路上，马头
镇古念村贫困户周道荣是典型代表。2015年周
道荣因意外事故致残，生活贫困。好在他有多
年的养殖经验，通过 10 万元小额扶贫信贷和银
行贷款 20万元，加上亲戚帮忙，共筹集 50万元，
在矿山复垦地建成一个 1200 平方米、全封闭自
动化的现代化养猪场，采取“公司＋农户”的模
式，引进了 500 头美国杜洛克瘦肉型长白猪仔。

2018年底，500头肉猪全部出栏，纯收入15万元，
周道荣一家顺利脱贫。

2019 年周道荣进一步扩大规模，当年纯收
入121万元，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能手。在
周道荣的带动下，现有65户农户发展肉猪养殖，
其中25户贫困户通过养猪年增收5万元以上。

周道荣在努力办好养猪场的同时，还充分
利用有机肥料发展种果业，现已在养猪场附近
种植李果、龙眼、芒果、香蕉、红石榴等 40 多亩
果树，以土地入股、吸纳务工等方式，带动更多
群众和贫困户发展绿色产业，开辟另一个增收
项目。

“死土”变肥田 荒岭成金山
——广西平果市科学复垦既保生态又促增收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这就是刺萼龙葵，在很多人无法区别出它
和普通龙葵的区别。这种外来植物已经入侵到辽
宁、吉林、山西林地、苗圃等地，给当地农牧业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需要用深度焚烧等方式人工消
除。”10月14日，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在广西南
宁举办了2020年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培训宣
传活动，主要围绕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
别与防治技术、外来物种入侵形势与对策分析、中
国主要外来入侵生物动态分布与资源库建设及科
学管理等专题开展培训，印发了前期遴选形成的

《农业外来入侵生物防治典型技术和模式》，并进
行了防治知识和技术的展示宣传，云南、湖南、广
西、河北等省区介绍农业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经
验。这次活动由中国农学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承办，并得到广西农学会的支持。

外来物种入侵是全球性的问题，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发布了100种全球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
种。近年来，随着国际商贸往来的日益频繁，外来
入侵物种在我国的风险加大，同时我国生态系统
和气候类型多样，外来入侵物种容易定植和扩散
蔓延。根据专家评估，我国外来入侵物种达600
多种，诸如南方地区的福寿螺，东部沿海的大米
草，华南地区的薇甘菊，西南地区的紫茎泽兰，内
蒙古及东北地区的刺萼龙葵，这些外来入侵物种
广泛分布于农田、草原、湖泊、河流、湿地、森林等
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生
物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制约农
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工作，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开展科研攻关、采取集
中灭除、开展宣传培训等一系列举措，着力防治农
业外来入侵物种危害。农业农村部已推动将外来
入侵物种防控纳入生物安全法范畴，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发布国家重

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组织各地开展摸底调查和监测预警，
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生物信息库，开展外来入侵物
种集中铲除和综合防控，发布防控技术指南，建立
应急扑灭清除机制，有效遏制恶性外来入侵物种
蔓延趋势。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取得了积极进展。

综合防治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离不开科技支
撑。多年从事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研究的中国农
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付卫东研究
员介绍说，目前针对部分外来入侵植物，我们已
经形成了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控制、生态
治理、资源利用等一套完整的技术治理体系。
比如，外来入侵物种黄顶菊 2000 年初在河北省
广泛蔓延，经过联合应急攻关，集成了黄顶菊快
速检验、自动鉴定、实时监控预警、应急控制等
技术，构建了黄顶菊监测预警平台，各地基层技
术人员可以及时上传调查监测信息，同时针对

不同的情况，筛选出不同的防控方案，目前黄顶
菊在河北省防控效果显著。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的工作，还存在入侵风险大、防控治理难度大、
长效机制不健全等困难和问题。专家建议坚持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重点在前瞻性和预
防性上下功夫，防患于未然，将灾害损失减少到
最低程度，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此外，还应不断
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知识科普宣传，打一场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人民战争。

农业农村部科教司资源环境处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大农业外来入侵物
种防治力度，加强法制建设，狠抓源头预防、监测
预警和灾害治理三个环节，强化科技支撑，改善技
术手段，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的预防、控制、治理机
制，狙击有害生物入侵，保障国家的经济、生态和
生物安全，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力度将加大

昭觉县哈甘乡瓦洗村，村民告别烟熏火燎，在整洁干净的厨房做饭。 谭蔚 摄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盛木园林专业服务合作社，是聊城市
政府扶持的青年创业项目，占地面积 500 多亩。为了更好地帮助
贫困群众，盛木园林利用距离张炉集村位置较近的区位优势，辐射
发展苗圃种植，优先流转劳动能力低的贫困群众的土地。在产业
扶贫项目分红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带动贫困群众走向
稳定脱贫的小康之路。发展林业经济，借助国家深入开展绿化的
政策，拉动产业发展，在盛木园林的带动下，周边群众大力发展苗
木种植产业，现已形成较大规模，由原来的 500 余亩，辐射周边达
800余亩。帮扶带动贫困群众58户119人增收。

2020年为助力张炉集镇庭院经济这个新的扶贫工作思路，盛
木园林为 400余户贫困群众免费提供石榴树苗 1200余株，并将苗
木种植经验传授给贫困群众。小小的杨树苗和石榴树苗，承载了
贫困户的脱贫希望，也走出了扶贫新路。今年春天，张炉集镇以贫
困庭院为平台，以提升贫困家庭卫生、促进群众创收为目标，汇集
扶贫专干、当地合作社、贫困户三方来“唱戏”，积极发展“订单式”
庭院经济，助推脱贫攻坚和农村“双洁”行动。 相秋莲 焦阳

山东聊城
带动群众念好苗木种植致富经

10月18日，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河北省怀来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今年国庆、中秋双节试营业期
间，旅游公司共接待各方游客3万余人，实现经营收入近20万元。

2019年10月，怀来县政府成立官厅水库湿地公园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组建了营销、景点开发等多个部门100多人的专门经营团
队，聘请业内专家精心编制了符合公园经营特点的“旅游策划及重
要节点设计方案”，稳步开展了道路、停车场、餐厅、商品售卖点、导
览牌、候车亭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购置了 78 辆观光电瓶车、100
辆观光自行车，房车营地、星空帐篷等旅游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同
年 12月 25日，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正式成为国家级湿
地公园，为怀来增添了一张“国字号”名片。

近年来，怀来县结合自身特点，围绕京、津、冀城市群为中心，
培育建设以滨湖风光和葡萄酒香为特色的现代化、生态型、田园化
宜居城市，大力发展特色葡萄、数字经济、文化旅游、康养健身等绿
色主导产业。通过湿地公园的建设，怀来县官厅水库及上游永定
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官厅水库入库水质由地表水四类提
升至三类，野生植物由原来的 106种增加到 318种，野生鸟类由原
来的169种增加到181种，种群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不乏黑鹳、
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本报记者 王壹

河北怀来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