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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快递

言论

广西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每年
最高奖补1000万元

为充分调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有效促进生态环
境改善和农业绿色发展，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自
治区糖业发展办、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奖补(暂行)办法》，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每年最高
能领到1000万元的奖补资金。

广西统筹安排资金奖补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可连续
奖补但不超过 3年。根据全区年度各县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分等
次进行奖补，每县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具体年度奖补
县个数及金额，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会同相关部门，
根据当年度中央及自治区有关资金安排等实际情况确定。每年具
体申报、评审和考核时间另行通知。

奖补的实施期限暂定为 2020-2025年，到期前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自治区糖业发展办按程序组
织综合评估，视评估结果确定政策保留、调整或取消。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累计落实中央、自治区
资金超过 1.7 亿元，通过建设国家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粮改饲”
和食用菌利用秸秆等项目，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肥料化利用、
鼓励种养户收储秸秆转储饲料、利用秸秆生产食用菌等。2019
年，广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率合计为 79.2%，其中
秸秆肥料化还田 4000万亩以上。全区大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玉米达 96%以上，接近全量利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广东惠州绿色农业牵手采摘游

台湾长果桑葚。 资料图

春风和煦，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上洞村的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里种植着台湾长果桑葚，只见桑树伸长枝丫，青红不一的桑
果如流苏般垂落，令人垂涎。

“长桑真是甜到飞起，有点绿的也超甜。”游客谢女士带着孩子
到果园采摘了满满两篮桑葚。味道鲜甜的桑果瞬间俘获了大人和
小孩的心。如今，每到周末，趁着天气晴好，谢女士和丈夫便喜欢
带着孩子到近郊乡村游玩。“乡村空气好，水果新鲜，出来踏踏青，
摘摘水果，最舒服啦！”市民黄阿姨说。

“我们这里的桑葚，3 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期约 3 个月。”惠
州市世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曾伟新说。曾伟新是河源
人，原本在河源搞农业，种植葡萄、桑葚等，1992 年来到惠州定
居。几年前，看中了上洞村青山环绕的良好生态环境，决心在
惠州发展农业。他花了大半年时间，挨家挨户商谈，将村里的
荒地盘整出来。“把荒了的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发展绿色农
业，做良心农业，希望为惠州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曾伟
新说。

曾伟新前后投入近 600万元，打造了葡萄、桑葚种植基地，办
起了占地约 200亩的农庄，发展乡村游。“这里还有荔枝、龙眼、黄
皮等，一年四季有果摘。”现在正是桑葚成熟季，不少惠州本地游客
和深圳、东莞等地游客纷至沓来。 陈春惠

甘肃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40万吨

秸秆能源是一种可以发电、发热的新能源。“十三五”以
来，甘肃秸秆能源化项目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年生产生物质
成型燃料 40.49 万吨，带动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锅炉）
2500 多台。

甘肃秸秆能源化项目稳步推进。2019-2020年，依托中央财
政资金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重点推进秸秆成型燃
料、生物气化、炭气联产等能源化利用，配套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
质炉，推动了农村冬季清洁取暖，并依托各类沼气工程，通过干式、
湿式厌氧发酵工艺生产沼气，实现秸秆沼气化利用。通过项目建
设，累计培育秸秆燃料化利用企业7个，年可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
8万吨，示范推广生物质燃料炉具300余套，探索形成了“秸秆能源
化+肥料化”利用技术、“秸秆炭—气—肥联产增效+集中供气”技
术等典型模式。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企业 34家，年生
产生物质成型燃料 40.49万吨，带动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锅
炉）2500多台。 安康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文/图

点“草”成金，一根小秸秆“链”成一个大
产业；筑渠成景，一条生态沟渠开创农田面
源污染末端治理新模式……近年来，浙江省
围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这一主线，以农村沼
气工程为主抓手，大力推进秸秆全量化利
用、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农田面源污染治理，
在农业农村生态与能源建设领域创造了不
少亮点和经验，多项工作做成了浙江样板，
走在了全国前列，为“重要窗口”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点“草”成金，小秸秆“链起”大
产业

农谚说“斤粮斤草”，生产1斤粮食要产出
1斤左右秸秆。这么多的秸秆如何处理、怎么
利用成了一道难题。多年前，秸秆被当作农
业生产垃圾一烧了之，不仅浪费了资源，还严
重污染环境。而今，这些曾经的“废弃物”却
被“点草成金”，一根根秸秆奇迹般地“链”出
了一个大产业。

“稻草容易腐烂，新鲜的玉米秸秆粉碎
后，用机器压实储存不会变质。”浙江省湖州
市安吉县安吉美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只湖羊每天的喂食
量在 1 公斤左右，公司自 2015年落户天子湖
镇高禹村后，就开始在当地收储玉米秸秆，现
在每年的收储量达到 1300吨，基本保障了日
常用量。

而集农业有机肥生产、果蔬种苗培育种
植等于一体的安吉欣农农业有限公司，则通
过与第三方研究团队合作，将各类秸秆、园林
绿化垃圾、畜禽粪便等农业有机废弃物研制
成系列有机肥，用于改良土壤。

“不要小瞧了这秸秆，用处可大了。”欣农
公司负责人鲁华丰说，用秸秆制成的有机肥
不仅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保护生态，还能解
决农户秸秆无法处理的难题，同时还增加了
收入，一举多得。2020年，欣农公司通过就近
收集、就地就近处理及利用的方式，利用水稻
秸秆3500吨，生产有机肥4000吨，产值280万
元，净利润54.4万元。

“以前秸秆处理麻烦，现在可以卖给欣农
等企业。”当地的种植大户说，这让农业生产
变得轻松起来，而且还可以从欣农购买加工
好的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让农产品变得
更加健康。

杭州市余杭仁和街道引进的杭州恒麟
惠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稻草秸秆为原
料，生产草纤维、草绳和防汛袋等，年利用稻
草秸秆 2500余吨；街道引进的杭州创盈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油菜秸秆为辅料，与木屑混
合后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年利用油菜秸秆
1200余吨；桐乡市兴农粮油专业合作社则利
用秸秆制备全营养水稻育秧基质，年可节本
20万元；浙江隆宸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双孢蘑菇，将传统二

次发酵工艺改造提升为三次发酵后，既缩短
蘑菇培育周期，又提高蘑菇品质，年可利用
农作物秸秆 1 万吨，年产值增加 2000 万元。
该企业还与周边合作社签订秸秆购销合同，
合作社的秸秆给企业制作蘑菇培养料，企业
的菌渣返还给合作社，用于生产有机肥，形
成“秸秆—食用菌—菌渣—有机肥”的循环
模式，实现“合作社+企业”的双赢。

筑渠成景，生态沟渠创新农田
面源污染末端治理新模式

桐乡市濮院镇红旗漾村以种植水稻作物
为主，由于在生产上肥料用量较大，造成了农
田尾水中氨氮、总磷指标偏高，加剧了周边河
道的富营养化程度。这条总长1123米的生态
沟渠系统，结合当地断头浜的地形特点，利用
挡水分离坝将沟渠从中间一分为二，再人工
设置前高后低的落差，从而建立起可自行流
动的“U”型回水系统，延长尾水在沟渠中的过
滤与净化时间。在沟渠底部还种植沉水植
物，吸附底泥中的氮、磷等物质，对底泥进行
改良，形成“水下森林”，此外，还投放鱼类和
底栖动物等水生动物，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
进一步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检测对比沟渠进
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总氮、总磷分别下降
10%和30%以上。

红旗漾村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
的建设还紧紧结合了美丽乡村、美丽农园、
美丽河道建设，不仅沟渠两边用水杉木桩建
成了原木护岸，入河净化塘周围还点缀了原
木、鹅卵石等滤材，并增设了景观喷泉、景观
浮岛，让沿岸风景更加美丽，将田园打造成
农户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成为观光休闲的

“网红景点”。
“现在我们这里大变样，环境漂亮了、水

干净了，家门口有了个小公园。”如今，这句话
成了当地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位于湖州市吴兴区杨溇村的稻田综合
种养生态拦截沟渠，总长度达 1200 米，通过
生态沟渠—提升井—沉淀池—过滤坝—曝
气池—过滤坝—生物净化池，层层拦截氮磷
及其他污染物，实现尾水达标排放。地处南
浔区菱湖镇勤劳村鱼塘洋园区内的生态沟
渠全长 1000 余米，覆盖鱼塘面积 515 多亩，
沟渠设置了透水坝、拦截坝等辅助性工程设
施，兼顾经济性、实用性和观赏性。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是浙江
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唯一全面实施、具有浙
江辨识度的标志性工程，具有“氮磷拦截、田
园景观、生态修复、洁净排放”四大功能，是农
田面源污染末端治理与农田生态化建设重要
载体。

据统计，浙江省自 2018年开始建设农田
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以来，至今已累计建
成402条各具特色的生态沟渠系统，检测对比
沟渠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总氮、总磷分别
平均下降 20%和 30%以上。按每条渠长 1000
米、流域面积500亩计算，惠及面积达20多万
亩，极大地推进了浙江省农田面源污染的治
理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变废为宝，农村沼气工程让天
更蓝水更清

“噗”的一声灶头上立即腾起蓝色火焰，
在诸暨市阮家埠村，宣大妈边掂锅翻勺边说，

“现在用沼气烧菜，既环保，又省钱！我们这
个沼气是用猪粪、厨余垃圾为原料，你看，火
还挺旺的。”

阮家埠村以沼气工程为纽带，利用猪
粪、厨余垃圾、生活污水入沼气池产沼气，
供应村里 200 户农户炊事用能；沼液作为
有机肥施用于周边的 200 亩农田和 100 亩
蔬菜基地，实现种养结合，形成了基于沼
气技术的村级生态循环园区示范模式，曾

获省清洁能源示范村、绍兴市卫生村等多
项荣誉。阮家埠村是浙江省实施乡村清
洁能源建设工程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像
阮家埠这样的农村沼气集中供应点，浙江
省有 700 多处，为 4 万多户农村居民提供了
清洁能源。

天台县在全省率先提出“测土配方、差别
利用”沼液科学施用新模式，建立了水稻、桃
树、芦笋等作物的沼液科学施用试验示范基
地，并在白鹤镇建成全省首个单池容积400立
方米具有物理过滤、高压输送、自动清池、肥
料配比、智能控制等功能的田间沼液储肥
池。诸暨市则积极推广以农村沼气工程为纽
带的“猪—沼—作物”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
浙江永宁弟兄农业有限公司构建种养结合、
产销一体的立体式经营方式，设置区域性生
态农业闭路循环系统，整体分为“四区”，其中

“核心区”为处理万头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粪污
的沼气工程，“紧密区”为 1500亩果蔬基地和
无公害稻米生产基地，“配套区”为 7500亩的
果蔬、茶叶、竹林和香榧基地，“配送区”为绿
色农产品配送服务公司。该工程年可年产沼
气34万立方米，发电50万度，用于饲料加工、
仔猪保温等，年利用沼液 9.5万吨，节本增效
100多万元。

精测细绘，监测网络摸清农业
面源污染情况

一到下雨天，就成了天台县农业农村生
态能源站葛县兵最忙的时候，他要到位于平
桥镇张思村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点采样、
送检。“为保证数据精确，采样、送检要当天完
成。”他告诉记者，这个省控农产品产地环境
地表径流监测点，于2018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采用稻麦轮作模式，主要监测不同的施肥方
式下，氮、磷等养分通过地表水流失的情况以
及其在土壤、农作物中的含量情况，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撑。截至目前，该监
测点已完成稻、麦轮作 3次，通过自动化采集
地表径流、灌溉水样 80个，土壤、植株样品 60
个，送至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采集数据700余个。

土壤环境关乎三农生产发展，也关乎粮
食质量和饭碗品质。早在 2014年，浙江省就
开始给土地进行“体检”，指导群众科学种植，
提高产量。在样品采集上实现机器换人，在
减少人工的同时让样品采集更加规范，确保
数据精确。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建成农产品产地环
境监测点国控点3个，省地控点40个，覆盖水
稻、小麦、玉米、番薯、西瓜等我省主要农作物
品种、产区和种植模式，初步形成了国控、省
控和地方性三级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体
系，为摸清农业面源污染打下了基础。下一
步，在增加监测点的同时，我省将着力推进监
测点正常运行，开展监测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为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点草成金 筑渠成景 变废为宝

浙江打好农业农村生态能源牌

聚焦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燃气下乡，说来其实并非新鲜事物。近年
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行的煤改气在某种
意义上可视为一种探索。今年初公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
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燃
气肩负起了振兴乡村的重任。但总结经验，“用
得起”是决定燃气能否在乡村“畅行”的关键因
素。推动燃气下乡，其中的经济账必须先算算。

相较而言，乡村地区居民收入偏低，对用能
成本更加敏感。如果仅是用来做饭，燃气费用或
许并不高。但如果同时用来取暖，费用便会陡
增。有调研显示，农村房屋保暖性较差，冬季室
温要维持在18摄氏度，每月燃气费用可高达1500

元。这比烧煤或薪柴显然要贵得多，就算用起来
再干净、再方便，也会让很多低收入者望而却步。
更有甚者，即使在政策推动下用上了燃气设备，
也出现了因气价过高而弃之不用的案例，不仅造
成了资源浪费，也给燃气下乡政策抹了黑。

可见，燃气下乡绝不能“一装了事”，保证居
民“用得起”比“用得上”更加重要。此前，补贴
是煤改气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但燃气下乡范
围更广，如果仍主要依靠补贴，无疑会给财政带
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磨刀不误砍柴工”，燃气下
乡大规模推广之前，寻找到政府、企业、居民都
满意的方案是必需要做的功课。

一方面，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气源”，提高居
民用气的性价比，而非“一刀切”使用天然气，是降

低居民用气成本的根本途径。如在生物质资源丰
富、技术成熟的地区，生物天然气不失为好的选
择。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液化石油气也可为居民做
饭带来更多便利。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设备
国产化，从燃气全产业链各环节降低费用，也是可
选措施。此外，优化燃气定价政策，完善成本监审
机制，也是稳定乡村用气价格的必要之举。

但要降低农村居民用气成本，尤其是用气
取暖成本，要解决的难题远不止这些。农村房
屋普遍面积较大、保暖性较差，节能改造必不可
少，否则燃气表中走高的数字，不仅让百姓吃不
消，也会对燃气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但就当前的农民收入水平而言，愿意自费
对房屋进行节能改造的又有多少？尤其需要引

起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增多，我国
冬季用电与用气高峰叠加，且尖峰用量屡创新
高，尽管我国在天然气产量与储备方面做足了
工作，但一旦气源紧张，气价上升，农村用气居
民如何不受影响？

民生无小事，办好暖人心。燃气下乡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其初衷在于提升乡村地区
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如果因为使用燃气而
给居民带来巨大经济负担，无疑是本末倒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农村地区居民
收入必然逐步增加，那时，使用燃气的费用或许
对农村居民来说已可以承受。但在目前，控制
农村居民用气成本，“把好事办好”，让农村居民
用气既“暖身”又“暖心”是首要任务。

燃气下乡，“用得上”更要“用得起”
别凡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是全国鸭梨之乡、畜
牧百强县，凭借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县域企业木
质颗粒、畜禽粪污等生物质热电联产日渐成熟
的技术优势，因地制宜蹚出了一条清洁取暖的
新路子。

阳信县境内有 10万亩成方连片的梨园，年
可剪枝 5万吨；是全国畜牧百强县，年存栏肉牛
27万头，年可产生牛粪 150余万吨；是传统的木
器制造大县、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各类
木器加工企业每年可产生锯末10万吨。阳信作
为传统农业大县，拥有耕地55万亩，年可产生作

物秸秆80万吨。
借助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阳信县利民生

物质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全县生物质清
洁取暖工作。该公司副总经理魏中生告诉记
者，作为生物质燃料生产和生物质清洁取暖
实施企业，木质颗粒燃料生产工艺已十分成
熟。“我们以大量的秸秆和树枝为原料，然后
靠物理挤压来生产生物质燃料，中间不添加
任何化学原料，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也比传统煤炭的价格便宜将近一半。”魏
中生说，现在全县清洁取暖的占有率已经达
到 90%左右。

据悉，阳信县作为全国北方农村清洁取暖

典型模式示范基地、山东省生物质能源推广
应用试点县，是 2019 年、2020 年全国唯一连续
两年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
汇编》的县区。阳信县结合改造主体实际，探
索实施“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分散式取
暖、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
生物质热电联产集中供暖”三种模式，即在县
城区、部分乡镇办驻地及村庄推行热电联产
集中供暖；在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公共场所
及部分有条件的村庄，推广“生物质成型燃
料+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其余基础条件差
的村庄，采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分
散式取暖”。

目前，阳信县已建成生物质颗粒燃料企业
6处、年生产能力 5万吨的牛粪成型燃料资源循
环利用项目 1 个、两炉二机 30兆瓦热电联产项
目 1个，可同时满足 3个乡镇生物质燃料需求；
完成生物质清洁取暖改造 7.6 万余户。下一
步，阳信县将围绕打造“一核、二区、七基地”的
目标，建设生物质清洁取暖技术研发中心和实
验室，探索研制自主品牌高效低排新型炉具，
构建“农户就地收集、企业就近加工、全域就地
使用”阳信模式，实现生物质清洁取暖和电代
煤、气代煤等多能互补的清洁取暖县域全覆
盖，计划三年内建成全国首个农村清洁取暖

“无煤县”。

山东阳信开发清洁能源向“无煤县”迈进

浙江省嘉兴桐乡濮院镇红旗漾村生态拦截沟渠系统。

日前，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宏硕多功能智慧育秧工厂，
工作人员操作循环运动式育秧苗床设备。

春耕时节，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宏硕多功能智慧育
秧工厂投入使用。据了解，该智慧育秧工厂在实现集中规模化育
秧的同时能够控光、控湿、控温和操作自动化等，有效避开“倒春
寒”的风险，提高育秧效率和秧苗成活率。图为工作人员察看秧苗
床上秧苗的长势。 陈泽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