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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辐射带动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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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秸秆是农作物生产的副产品，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有效利用手段，秸秆被视为无用的农业废弃物，往往被

随意堆放或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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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w is a by-product of crop production,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methods, straw has 
been regarded as useless agricultural waste, often piled up or burned indiscriminately, caus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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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县情和项目实施情况

徽县属北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性气候，海拔 704~2504

米，南北为山地，中部为浅山丘陵。全县耕地面积 80.7 万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农作物秸秆年产量

达到 18 万吨，可收集利用的有 16 万吨。文县位于甘肃省最

南端，与四川省、陕西省接壤，地处秦巴山地，是甘肃的南

大门。全县辖20个乡镇305个行政村，总面积4994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32.01 万亩，常住人口 196906 人。全县有林业用

地564.3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8.2%，有牧草地165.957万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农作物秸秆

年产量达到 11.22 万吨，可收集利用的有 10.16 万吨。徽县、

文县实际利用率较低、利用效果不突出，大量农作物秸秆随

意堆放，安全隐患大，亟需示范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

动产业提质增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市县能环部门通过深入考察论证，积极推进项目带动、

技术示范、企业承建的技术路线，2021—2022 年在徽县实

施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全面推进徽县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肥料化、燃料化和饲料化发展。同时，改造了甘

肃兆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物质锅炉 1 台，配套建成农

作物秸秆收储中心 6 处，秸秆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91%。项

目实施中，总结编制省级秸秆还田技术规程一套，为陇东南

地区示范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配套技术积累了成功经

验。2022 年争取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572 万

元，项目在徽县实施。依托甘肃乾顺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自筹 566.7 万元，计划建设年处理能力 3 万吨和 1 万吨

的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线 2 条，新建生物质锅炉 1 台，示

范推广生物质烤火炉 550 台、热风炉 62 台、水暖炉 25 套；

新建年处理能力 5000 吨的秸秆饲料生产线 1 条、2000 吨和

3000 吨的秸秆收储中心各 1 座。文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正

在实施中。

徽县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建立县域内秸秆“收储运、

产加销”体系，构建形成以秸秆饲料化利用为主的综合利用

长效运行机制，盘活闲置荒废资源、稳定农业生态平衡、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

配备秸秆收储运专业化装备，组建专业化秸秆收储运队伍，

建立秸秆收储运平台，逐步形成商品化秸秆收储和供应能

力，实现秸秆收储运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并在每个村确定秸

秆储运联系人，确保每户各类秸秆及时足量的能够收储，促

进秸秆后续利用。

2 项目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徽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涵盖饲料

化利用、燃料化利用、秸秆收储中心建设及生物质炉具示范

推广，项目共涉及全县永宁镇、水阳镇、栗川镇、银杏树镇、

江洛镇、伏家镇、城关镇等 7 乡镇 18 村。徽县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有力的带动当地的农业产业快速发

展。一是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由 2020 年

的 87% 上升到 2022 年的 97% 以上，秸秆“三化”（燃料

化、饲料化、肥料化）利用实现了两升一降，燃料化、饲料

化分别由 2020 年的 2.13 万吨、1.26 万吨提高到 2022 年的

3.03 万吨 .3、76 万吨，肥料化由 2020 年的 8.13 万吨降低到

2022 年的 7.16 万吨。二是增收节支效果明显。实施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把以往较难以利用的秸秆制成了生物质燃料，

农户除亩均增收 300 元外，冬季取暖可节约燃料成本 500 元，

综合增收 800~1000 元。三是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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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秸秆基本得到全部利用，成功实现“双降一减”目标，以

往焚烧废弃秸秆的现象大为减少，环境污染压力和森林防火

压力大为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改善明显。四是构建农企发展

新格局。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使农作物秸秆变废

为宝、有效增加农户收入，引导企业在综合利用技术攻关方

面加大投入、提升效益，强化技术支撑，开展技术服务，推

动了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在延链、补链、强链方面走出了

新路子，实现了农户受益、企业得利、环境变美。五是探索

循环农业发展新路子。通过农作物秸秆、林业生产废弃物等

资源进行燃料化、基料化、肥料化利用，积极探索“秸秆—

基料—食用菌”“秸秆—燃料—农村‘新’能源”“秸秆—

肥料—种植业”“秸秆—饲料—养殖业”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已在徽县永宁镇以秸秆基料肥料为主，发展有机绿色农产品

示范种植园 100 亩，培育香菇、平菇等优质食用菌，种植有

机蔬菜、水果等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技术，推动绿色有机循环农业发展。

3 项目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主要做法

徽县、文县在项目争取和实施中，严格坚持项目规范

流程，确保项目实施高质高效。一是积极争取项目，科学编

制项目实施方案。徽县、文县高度重视项目争取工作，积极

组织申报项目，同时主动向省业务主管部门汇报衔接争取项

目。在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计划下达落地后，组织技术人

员实地调查研究，结合项目县情实地合理规划，科学编制好

徽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为项目的顺利

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压实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责任。徽县、文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气环境污染防

治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大气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决策部署。三是加强宣传引

导，营造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良好氛围。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就必须从提高群众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充分借助电视、

报刊、流动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宣传手段大力开展秸秆焚烧

带来的危害、综合利用扶持政策与典型模式。通过广泛宣传，

正确引导，全方位把秸秆禁烧、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生

物质燃料、炉具补助等相关法律法规、扶持政策做到家喻户

晓，把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为，发

挥最大示范推广效益，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发展秸秆综合利

用的良好氛围。四是强化技术服务，助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提质增效。抽调县能环办（站）、县畜牧站、县农技中心、

县农机中心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技术指导组，做好相

关技术的规范指导，随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难题，

主要开展技术、质量、纠纷调解等工作。在夏收、秋收季派

出技术小分队巡回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开展送资料、送技

术、送信息、送服务工作；例行每月 1~2 次深入秸秆综合

利用企业开展技术指导、解决发展难题、规范企业管理，积

极鼓励秸秆回收利用企业探索、引进、开发先进实用的秸秆

收集、储运、利用技术工艺和装备，提供“收—储—运—用”

综合服务，加快推进县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应

用和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五是狠抓项目管理，确保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实施中切实加强监督检

查，将项目建设工作作为本单位年度重点工作来抓，建立日

常监督检查制度，严格项目管理，做好督查指导工作，确保

项目规范运行；同时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及时客观地总结分

析项目实施进度、实施成效、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按期完成目标任务。

六是加强资金管理，确保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安全。按照

中央财政项目资金管理要求，设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补贴

项目资金专账，专人管理，严禁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专款

专用。同时制定了徽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资金报

账拨付流程，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拨付资金，确保项目资金使

用安全。

4 秸秆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建议

虽然徽县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是

与上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和问题。一是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不高。当前，农

村文化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从事农业

的大多是老人妇女，传统生产方式根深蒂固，接受新技术、

新观念不积极、不主动，一部分农民认为，秸秆粉碎还田、

打捆离田等增加了种地成本费用，不如一烧了之。每年的秸

秆禁烧工作还需靠政府的高压监管，转变农民的传统生产观

念，仍任重道远。二是投资秸秆回收利润空间小。秸秆相对

不充足，由于秸秆禁烧的压力，基层干部倾向于秸秆粉碎还

田，一还了之，回收秸秆的企业收不到充足的秸秆。打捆、

装卸、仓储、运输等作业成本高，而且秸秆霉烂损耗大，利

润空间很小，投资者的积极性不高。三是秸秆综合利用率不

平衡。目前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饲料化、基料化的模式不

多，复合利用低，县区工作不平衡，对于实施项目的县区，

秸秆综合利用率就高，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就强，否则没有项

目支撑的县区，综合利用率就有差距。四是秸秆焚烧现象还

时有发生。由于偏远地区的个别群众不懂政策、图省事，还

存在农事之后焚烧秸秆的现象。

①加大政策宣传和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

络媒体，印发技术手册、明白纸，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召开

现场会等形式，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秸秆综合利用的有关扶持政策，宣传秸秆综合利用

的成果。

②倡导秸秆还田利用。秸秆还田的好处是降低劳动强

度、补充土壤养分、促进微生物活动、减少化肥使用量、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是防止秸秆焚烧最有效的办法。要鼓励引

导农业耕作条件好的区域广大人民朋友使用现代化技术，如

机械收割、粉碎还田等。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提高收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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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秸秆产生。对于偏远地区的少量秸秆，如果不能用于畜

牧养殖，那就引导当地群众用传统办法秸秆还田，用于改良

土壤，减少秸秆焚烧，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③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实用技术。按照先进

实用的要求，积极引进示范高效能的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和技

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不断提高秸秆的利用

率和技术水平。积极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的措施，可以将秸秆

转化为肥料、饲料、燃料、纸张等，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④加强完善收储运体系建设。完善乡镇标准化收储中

心、村固定收储点。吸引社会资本，探索“企业 + 秸秆收

储组织经纪人 + 农户”“村委会 + 经纪人”等收储运模式。

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专业化秸秆收储经纪人队伍，支持

秸秆收储经纪人与村组签订收储协议，努力实现秸秆收储运

销网络乡镇全覆盖。

⑤充分发挥奖补资金的引导作用。全面掌握中央有关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和材料化利用等“五化”

利用倾斜政策，积极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支持，切实落实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奖补资金。除现在实施的农机购置补贴

外，还要对秸秆打捆回收作业和秸秆仓储建设给予资金叠加

补贴。培育更多秸秆综合利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养

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全市秸秆综合利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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