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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永宁县
“蚯蚓军团”打造绿色农业

从2019年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配合，引进了蚯蚓生物应用技
术。秸秆、动物粪便，这些看起来没有关联的东西，在“蚯蚓军团”
的作用下，成了绿色循环农业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技术叫“蚯蚓套
种套养技术”。如今，这一试验示范项目正在永宁县有序推进。

宁夏科瑞恒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处温棚内，永宁县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细心地挑选蚯蚓卵。据该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将蚯蚓卵放入秸秆和动物粪便混合的物料里，
每个月统计一次试验数据，测试出最适合蚯蚓生长的物料和配
比，然后将蚯蚓和物料放入蔬菜大棚里，就能构建起一条“农业
废弃物-蚯蚓粪肥-农业种植”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链条。

“我们的试验示范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行间式，就是在种
植设施温室内的走沟里面做蚯蚓养殖套种套养的试验示范，第二
种是在蚯蚓垄上进行的套种套养，而第三种则是在温室与温室之
间的阳畦地上进行试验。”永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谢
彦告诉记者，为了让试验结果更精准，2020年永宁县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在部分农户的蔬菜大棚里也进行了蚯蚓套种套养技术试
点推广。后期将试验示范和农户试验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最终
选取出一组最利于蚯蚓套种套养技术的数值。

据了解，蚯蚓套种套养技术全面推广后，永宁县将构建起一条
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实现土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农产品品质，让农民在土地上收获“真金白银”。 孙楠

安徽绩溪县
综合利用让秸秆变废为宝

近年来，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在全面落实秸秆禁烧工作的同
时，坚持堵疏结合，因地制宜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
料化和原料化利用，大力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不仅守卫了蓝天白
云，同时变废为宝，助推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充分发挥各乡镇收储中心的作用，积极培育秸秆收储经纪人，
由各乡镇组织村组逐户对所有种植田块进行登记，并由农户对秸
秆处理方式进行承诺，农户自行利用的，由农户自行离田，农户不
利用，不能自行离田的，由镇村或农民经纪人组织运输到收储中
心。2020年与各乡镇政府签订秸秆收购协议的26家企业，其中秸
秆综合利用500吨以上的企业有9家。

鼓励和支持养殖场（户）购置和建设与养殖规模匹配的秸秆处
理加工设备及秸秆青贮氨化设施，推广秸秆窖（池）青贮技术。其
中，绩溪县恒旺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实现年利用秸秆700吨，年出
栏黄牛120余头；绩溪县八戒养殖家庭农场，年利用秸秆760吨，年
出栏黄牛160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凸显。鼓励食用菌生产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充分利用当地作物秸秆，实施以食用
菌栽培为重点的秸秆基料化利用，推广平菇、大球盖菇等能够充分
消耗农作物秸秆的种植模式，示范种植。其中，绩溪县老胡家2020
年利用秸秆740吨作为基料种植食用菌，并利用食用菌废料生产有
机肥，推进农业循环发展，企业实现较好的效益。同时，鼓励一家一
户个体生产者推广秸秆堆沤发酵还田，消纳和利用秸秆。

在散养规模逐渐缩减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原有沼气用户利
用秸秆作为沼气原料。与此同时，支持秸秆生产固化成型燃料，消
化利用更多秸秆。其中，绩溪县德龙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利用油
菜秸秆 642吨；绩溪县金山木业有限公司利用秸秆 535吨，用于固
化燃料生产加工，秸秆燃料化利用迅速形成规模。截至 2020 年
底，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1.5%。 绩农

2月12日，农历大年初一，江西省永丰县古县林场生态护林员
徐国生和同事王加运坚守工作岗位过大年。永丰县有林地面积
305万亩，森林防火任务十分艰巨。为保障春季森林防火工作落到
实处，全县像徐国生一样坚守岗位的生态护林员有348名，他们全
天候巡山护林，严防死守，并严格执行火情报告制度，为森林防火
付出辛勤汗水。图为生态护林员在巡视林场。 吴光富 摄

河北定州市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100%

近日，从河北省定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该市在秸秆能源
化、肥料化、饲料化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力推动全市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目前，定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100%，有效促进
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定州是农业大市，养殖业发达，牛、羊等草食畜禽养殖量较
大。为此，该市大力实施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利用玉米秸秆和小
麦秸秆黄贮，将畜禽粪污与秸秆按比例混合进行厌氧发酵生产沼
气，经提纯为生物天然气后用于社会生产；也可用沼气直燃发电，
并入国家电网；副产品沼液、沼渣生产优质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
从而实现了能源化利用。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产，每年可处理农
作物秸秆8万吨；项目二期也在积极筹建中，年均可消耗各类秸秆
8万吨左右。

在肥料化利用方面，定州市农业农村局积极与省农科院、河北
农业大学合作，以乡镇为单位，将辖区内各村零散秸秆进行集中收
集，生产商品有机肥和传统堆肥等，初步形成了“以村为单位收储
运，以乡镇为单位综合利用”的运作机制。2020年，定州市共收集
利用零散秸秆3.9万吨，解决了零散秸秆综合利用“最后一公里”问
题，实现了农作物秸秆全量化利用。

同时，定州市鼓励、支持规模化养殖场购置高质量打包机、
打捆机等机械设备，进一步加强秸秆收储运能力，提高秸秆饲料
化品质。 徐华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森林覆盖率达 57.75%，中心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以上，全区90%以上的
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一幅山清
水秀、江山如画的画卷，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
区大地徐徐展开。

好雨知时节，“雨水”过后，万物复苏，绿色
是七星关区最亮眼的底色。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中拥有更多幸福
感获得感。”近日，七星关区委副书记、区长胡敬斌
在调研污染防治工作和环保项目建设时强调。

近年来，七星关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坚守生态底线，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努力让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

生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

“十三五”以来，七星关区始终坚持不懈植
树造林，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保护修复，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

拱拢坪是国家 4A级景区，面积 1718公顷，
森林覆盖率95%以上，林海壮阔，森林类型多样，
景观绚丽多彩，有“避暑胜地、森林氧吧”之美
誉。这里有贵州省首批省级医养结合试点示范
单位，是一家集医疗、养老、养生、康复、度假等
于一体的大型养老机构。

“空气很清新，夏天的时候，很多省外的退
休老人都会到这里来康养，一是避暑，二是养
生。”杨家湾镇工作人员杨靖介绍说，因为景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
度假、娱乐的好去处。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杨家湾镇大力发展茶叶
种植、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当地百姓增收。

“周驿茶场有500亩茶叶基地，2020年我的产
量在 4 万斤左右，我们在开林村又发展种植了
5000亩的茶叶新基地，今年计划产量达到 10万
斤，效益很可观。”七星奢府茶叶有限公司管理人
员周礼信介绍，每年开春就要开始准备采茶工作，
根据采茶的时间，来评定茶叶的级别，最好的是明
前茶，茶叶颗粒饱满，价格也最为昂贵。

近年来，杨家湾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积极
谋划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结合近几年来的退耕
还林、国储林项目等政策，种植了 6000 余亩茶
叶、4000余亩刺梨、6000余亩李子、6000余亩樱
桃、1000余亩猕猴桃等绿色产业。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产业一方面能够带来
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镇里不能外出务工的
零散劳动力提供了务工的平台，另一方面将带
来更多的生态效益，也体现了杨家湾镇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生态文明思想的决心。”杨家湾镇副镇长
陈虎说，守护生态美，赢得百姓富，宜居宜业的

杨家湾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杨家湾镇的特色林果产业是七星关区全面

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缩影，
不断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真正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走进放珠镇播乐沟村，到处一片忙碌景象，
在种满刺梨的山坡上，村民们用力挥动着锄头，
施肥、锄草，为今年的刺梨丰收做准备。

“枝条有交叉的要把它修掉，有病虫害的剪
掉。”在放珠镇播乐沟村刺梨基地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现场，区林业局驻放珠镇哩东村第一书记戴勇
正细心地给村民们讲解如何对刺梨整形修枝、除
草回土、施放有机肥、病虫害防治和管护，并一一
解答了大家在管护中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

自农村产业革命“冲锋号”吹响以来，放珠
镇聚焦产业革命“八要素”，共种植刺梨 2 万余
亩，并以刺梨为主导产业，建起了毕节鑫旭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刺梨加工厂。

一包包刺梨干、一罐罐刺梨汁、一杯杯刺梨
酒陈列在展柜上，实现了刺梨深加工从“深”到

“精”的转变，把金刺梨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以播乐沟村为核心的6000亩示范点，在剪

枝管护、成熟采摘和今后加工生产线建成后，最少
可解决300人就业，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每
年每亩有500元流转费，群众在基地务工还有务
工收入。”毕节鑫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路旭
介绍，2020年4月，毕节鑫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放珠镇建成运营，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种植养殖业
发展、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劳
务输出等。公司采取“公司+村社一体合作+农
户”运营模式，由该镇播乐沟村、白泥村、哩东村、
法桥社区、放珠社区等5个村社一体合作社共同
组建成立公司董事会，按照“共同谋划、共同建设、
共同享受”的理念开展工作。

“2020年，全镇采摘了300吨左右的刺梨果，
已经全部用于生产，大家把心放肚子里，放心去
管、去种，种出多少我们就收多少。”放珠镇党委
书记张金春对村民们说。

刺梨加工厂建起来了，销路不用愁，解决了
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通过手把手做给村民看，
解释给他们听，让村民们信心倍增。

据张金春介绍，公司将发挥合作社在全镇
产业结构调整运转中枢机构的作用，按照产业
结构调整“八要素”要求，加快刺梨产业市场拓
展步伐，推动刺梨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刺梨
大健康产业，让刺梨产得出、销得好。同时，在
刺梨经营、管护中优先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
题，巩固脱贫成效，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让贫
困群众有了收入。

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
产力。

“刺梨，虽摸起来扎人，但吃起来养人，种起
来富人，既有生态价值，又有经济价值。”张金春

说，在农村产业革命中，放珠镇精准选择刺梨作
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之一，强化技
术服务、产业培训，有效保障产业健康发展，让

“优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业”。

让荒山变绿地 让青山出经济

橙满园社区，位于七星关区清水铺镇，与四
川省泸州市叙永县赤水镇隔河相望。

橙满园社区地处赤水河畔,山高谷深,耕地
坡度平均在 25 度以上。以前,村民以种传统农
作物为主,但只能望天吃饭。

“天下三日泥石滚，天干三日无收成。”2004
年以前，这里叫南关村，这里的人也把它叫作

‘难关村’，村民们居住在半山之中，出门难，吃
水难，吃粮难，南关村人无不渴望改变现状。

20世纪60年代,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派农技人
员到南关村开展实地调研,根据这里的海拔、土壤、
气候等因素,建议村民们发展种植柑橘和橙子。

“当时村民们在海拔900米以下的地方种植柑
橘,海拔900米以上的地方种植其他经果林,同时在
山顶修建水库,引水下山。”村支书张安福介绍,2004
年南关村正式更名为橙满园村后,又于2018年更名
为橙满园社区,过去的“难关”也不复存在。

曾经的荒山坡变成了果园，给昔日沉睡的

荒山披上了绿装，建成了这片寄托全村村民脱
贫致富梦想的果园。

近年来,橙满园社区为了让来旅游的人一年
四季有果吃,春夏两季有花看,橙满园村还辅助
种了桃、李、梨等水果,一到春天,漫山遍野姹紫
嫣红,令人流连忘返，还引进了生长周期不同的
脐橙、夏橙、血橙、锦橙、红美人、温州蜜橘、椪柑
等近 10个品种,确保一年四季都能挂果,村民都
有果可卖,有钱可赚。

目前,橙满园社区种植 7500亩经果林,其中
柑橘类 3500亩,2020年产果 1200万公斤,产值达
4000 余万元,全村 3792 人人均收入超过 1 万元,
50%的农户有了小轿车。

曾经的荒山变“金山”，这里成了橙满园村
的“绿色银行”。随着危房改造的不断完善，通
村通组路的修通，不仅人居生态环境实现了历
史性好转，群众也实现了脱贫增收，橙满园也变
成了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

出门见景，开窗见绿。近年来，七星关区始
终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农特产品
加工、绿色生态食品加工、特色农旅商品加工，
推行农林结合，大力发展林果、林禽、林菌等林
下经济和林特产业，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丰收”。

用好“生态经”铺就“绿富美”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掠影

陕西汉中地处秦巴腹地，光热资源丰富，拥有富锌富硒土壤，是蜂花粉的原料主产区之
一（蜂花粉是蜜蜂从植物鲜花花蕊内采集的花粉粒，并加入腺体分泌物混合而成的一种不规
则扁圆形状物）。陕西康泰莱蜂业有限公司作为花粉产业化企业和扶贫企业，近年来以科技
为依托，让一粒粒蜂花粉从坚硬的壳中苏醒，让营养散发出来，焕发出了更强的生命力,推动
了扶贫产业特色化发展。图为蜂农与专家进行现场交流。 一鸣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中央 1 号
文件要求，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的指导意见》提出，以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
洁能源等为重点率先突破，增加农村清洁能
源供应，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生物质能
具有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等特点，在广大
农村地区具有分布广、供应稳定的优势，发展
生物质能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我国减排承诺的重要内容。

展望“十四五”，近日，记者采访了农业农
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长王久臣，
介绍如何发展生物质能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发展生物质能有怎样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答：发展生物质能，有利于提升全国 5亿
多农村人口民生福祉和生活质量，有利于促
进种养结合和乡村生态振兴，有利于减少大
气污染和化石能源消耗、促进国家能源安全
和低碳绿色发展。

能源革命的核心是由化石能源转为以可
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系统。在农村地区
大力推广生物质能源，可抑制不合理的农村
能源消费，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用能结构，减少
农村地区由化石能源消耗造成的污染物和温
室气体排放，对建立适应农村全面小康社会
需要的绿色化、清洁化、便利化的安全有效能
源供需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全国农
村沼气年生产能力100多亿立方米，秸秆打捆
直燃供暖面积 1100多万平方米，秸秆成型燃

料年产量 1000多万吨，每年可替代化石能源
约 2000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876万吨。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以畜禽粪污、秸秆、尾
菜、生活有机垃圾等农业农村废弃物为原料，
实现了“变废为宝”。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和
生物天然气工程，可大幅提升畜禽粪污、秸秆
等废弃物集中处理水平，减少因此造成的农
业面源污染。秸秆打捆直燃、成型燃料、热解
气等能源化利用技术，能解决秸秆处理难，缓
解秸秆露天焚烧导致的大气污染和资源浪费
问题，还可以有效替代散煤，为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提供清洁能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
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解
决影响全局大局的“三农”短板。解决农村
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问题，也是补齐“三农”短
板的重要工作。通过发展生物质能，不仅能
有效增加农村清洁能源供给，还能提高农业
附加值，让农民从本地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
用中得到福利，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同时能提高农村地区较为落后的基础设
施水平，改善农村地区脏、乱、差的生存环境，
提升农民的居住环境和室内热舒适性，推进
建成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整洁、人居环境
舒适的美丽乡村。

记者：“十四五”时期，您对发展生物质能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十四五”期间，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以农村生活用能
绿色化、清洁化和便利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
进农村绿色燃气供给、生物质清洁供暖、低碳
零碳村镇建设和沼气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强
化科技支撑引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
的作用，促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在“十四五”

期间取得新成效。
要发展生物质绿色燃气。我国农业农村

废弃物总量大，这些废弃物用之为宝，弃之为
害。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环境污
染治理的要求不断提高，为沼气生物天然气
等绿色燃气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建
议大力发展规模化沼气生物天然气工程，重
点布局在平原地区的种养大县适宜集中供气
的农村地区。积极推进大中型沼气工程，重
点布局在山区、丘陵地区适合集中供气的村
镇。引导业主通过铺设管网、分布式门站、撬
装运输等方式为农户提供高质量绿色燃气集
中供气。适度发展小型和户用沼气，重点布
局在养殖小区、养殖大户、有散养习惯的“老
少边”地区。

要推进生物质清洁取暖。目前，北方农
村冬季取暖主要靠散煤，约占农村生活用能
总量的36.9%，且多为高硫分、高灰分、低热值
的劣质煤，燃烧排放大量污染物。一些地方
推广“煤改电”“煤改气”，存在气源不足、补贴
困难、农民用不起等突出问题。北方农村秸
秆、林业剩余物资源丰富，能源化利用技术成
熟，能够有效替代散煤，实现清洁供暖，符合
农村实际、农民容易接受。李克强总理在山
西运城夏县庙前镇吴村调研时，看到该村村
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用上了生物质炉，用修
剪下来的果树枝、秸秆颗粒等作燃料，解决做
饭、取暖问题，他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北方
地区冬季取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
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出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
管用、经济、便捷。建议大力推广生物质锅炉
替代燃煤锅炉集中供暖，重点布局在已有供
暖管网的农村社区、乡镇政府、学校、医院、敬
老院等。积极新建生物质锅炉集中供暖，重
点布局在集中居住的新建村屯社区，优先使

用秸秆打捆直燃锅炉，也可采用生物质成型
燃料锅炉。适度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配套清
洁炉具，重点解决“煤改气”“煤改电”不能覆
盖、分散居住的农户清洁取暖问题。

要开展低碳零碳村镇建设。农村地区是
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供应的末端，成本高，损
耗大，能源供应不能照搬城市模式。农村生物
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广、资源丰富，
年可利用的生物质资源量折合约 6.55亿吨标
准煤；太阳能资源量折合1.7万亿吨标准煤，适
合就近就地分布式利用。建议采用绿色清洁
能源技术，实现农村炊事、取暖、制冷、洗浴、照
明等生活用能低碳化、零碳化。大力发展分布
式低碳村镇，基本满足农户生活用能对绿色清
洁能源需求，创建遍布广大农村地区星罗棋布
的绿色低碳村镇。积极推进分布式零碳村镇
建设，重点布局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经济
条件较好的自然村屯，逐步向行政村、乡镇拓
展，系统解决农户生活用能对绿色清洁能源需
求，创建一批绿色零碳村镇。

要推进沼气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化肥农
药大量使用，对促增产、保供给作用明显，但
是也会造成严重生态环境危害，直接影响农
产品质量安全。建议大力推进以沼气为纽带
的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净
化产地环境，提高农产品品质，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循环、就近消纳、
综合利用的原则，创建一批以沼气为纽带的
种养结合示范样板，在规模化养殖大县，建设
沼气生物天然气集中处理工程，配套沼肥利
用设施，发展全县域的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
循环农业。建设一批规模养殖场沼肥还田工
程，在沼气工程周边，配套沼肥利用设施，提
升沼肥就近就地施用能力和水平，形成长期
施用的市场化种养结合运营机制。

生物质能发展之路如何走？
——访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长王久臣

陕西汉中：蜂花粉成了特色扶贫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