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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泗门镇拥有耕地面积近
4 万亩，年播种水稻、玉米、高粱
等粮食作物 2 万多亩，是秸秆产出
大镇。秸秆不能焚烧，各村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秸秆如何通过粉碎后还
田处理，这曾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
题，镇村干部为此绞尽脑汁。

日前，在泗门镇相公潭村，一
台小型秸秆粉碎机在田头忙碌地作
业。伴随着机器运转的声音，一捆
捆玉米秆被碾成细小的碎屑。这台
秸秆粉碎机由村里购买，帮助村民
集中处理秸秆。该村农业合作社社
长还开动脑筋，对粉碎机进行改
良，使得机械适用性更强。

一位农户告诉记者，这台秸秆
粉碎机如同一台小型推车，只需两
个人就可以完成操作，使用十分简
便，大大降低秸秆处理的成本。别
看机器外形不大，但“力气”很
大，一小时可以处理 5 吨秸秆。

村干部说，这台机器每天只需
支付两名工人的工钱和几十元的柴
油费，这些费用也由村集体支出。
正是有了这台机器，泗门镇的秸秆
实现了闭环管理：产生-粉碎-还
田。

今年以来，泗门镇以农业“双
强”行动为抓手，创新采取“粉碎
机+处置中心”模式，有效提升秸
秆绿色利用效率。一方面，加强源
头消纳，推动高效还田。由村集体
出资购买、维护、使用秸秆粉碎
机，提升秸秆田间回收、就近还田
效率。在秸秆产生期间，由专人负

责“带机下田”，有效减少作业工
序与作业成本，实现秸秆“产生-
粉碎-还田”闭环管理；另一方
面，点面结合，实现规模利用。该
镇投资 1500 万元，在相公潭村建
立年处理量达 2 万吨的固体废弃物
处置中心，并以此为枢纽加强秸秆
收储运管理，进行批量处理，粉碎
后的枝条一部分送到发电厂焚烧发
电，实现燃料化利用，一部分送到
养殖场“过腹转化”，有效推动节
粮型养殖。

“粉碎机+固体废弃物处置中
心”这一秸秆处置模式成为泗门镇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
的亮点。目前该中心一年累计收集
废弃秸秆 2 万余吨。

“秸秆还田，不仅可以降低秸
秆焚烧后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对环境
和人体造成的危害，还能让农户减
少一定的作业工序与作业成本。”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表示，秸秆
粉碎处理后将其还田，能增加土壤
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蓄
水保墒能力，实现作物提质增产，
为农户增收助一臂之力。

近年来，随着政策措施的落
地，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逐年提
升，2015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为 88.7%，2016 年上升到 91.42%，
2021 年达到 96.97%。我市在全省
率先出台秸秆综合利用资金支持政
策。在今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情况交流会上，
宁波作交流发言。

秸秆还田
为农户增收助一臂之力

秸秆打捆机在作业。

草丝，加工成环保纤维板、秸秆模
压托盘、艺术装饰品等，还开发成
功草纤维花盆，不需要泥土就能养
花种草，新潮又环保。

余姚市农技总站高级农艺师周
红海认为，稻草等农作物秸秆被应
用到肥料等领域，解决了农作物秸
秆的终端难题，对农户和企业都带
来了利益。

随着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推
进，使得我市不少种粮大户主动参
与秸秆离田回收，从源头上减少秸
秆焚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赢。

到目前为止，我市秸秆收储和
产业化利用体系初步形成，全市有
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 20 余家，40
余家合作社 （公司） 拥有 90 多台
秸秆打捆机。涌现宁波恒麟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秸秆纤维原料化利用、
宁波宁兴甬优饲料有限公司秸秆包
膜全混合日粮饲料化利用两家大型
企业，年利用水稻秸秆 3 万吨。

据宁波市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中
心提供的数据，我市秸秆离田利用
率从 2015 年的不到 10%上升到去
年的 20.8%，今年预计可达到 2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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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约有一半的秸秆来自中
晚稻，秋粮秸秆综合利用是全年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日，市农
业农村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
好秋收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指导做好秸秆科学还田。各
级农业部门组织力量亲临田头地
块一线，找准农民服务需求，提
高农技服务针对性，因地制宜指
导农民做好秋粮秸秆科学还田工
作 。 一 是 在 非 粮 化 改 造 中 低 产
田、新开垦滨海和山区肥力贫瘠
农田，推广三年内秸秆机械粉碎
全量还田培肥；二是在宁波水网
平 原 和 老 滨 海 平 原 的 稻 麦 （油
菜） 或稻稻两熟制地区，根据秸
秆还田年份和还田数量，逐步减
少秸秆还田量；三是农机作业要
将秸秆一割到底，推广秋粮秸秆
粉碎旋耕还田、腐熟还田、覆盖
还田、行间铺草、秸秆堆肥等科
学还田技术，抢抓农时，为绿色
过冬创造有利条件，确保下茬作

物稳产丰收。
推动秸秆离田高效利用。各

区 （县、市） 要按照合理运输半
径 规 划 建 设 秸 秆 标 准 化 收 储 中
心，加快构建乡镇有秸秆标准化
收 储 中 心 、 村 有 固 定 收 储 点 的

“1+X”秸秆收储体系网络，培育
一批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提高装
备水平和技术能力，开展专业化、
标准化、市场化的运营服务，打通
秸秆产业发展的“最初一公里”。已
建成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的乡镇，
要充分发挥收储中心作用，提高秸
秆离田综合利用；建设任务还未完
成的，要抓紧进度；其他乡镇特别
是粮食播种面积大的乡镇，要积极
谋 划 争 取 在 明 后 年 建 成 收 储 中
心。按照区域秸秆资源量和需求
量，培育一批设备适用、技术先
进的秸秆加工转化市场主体，形
成稳定运行的商业模式，推动市
场主体成为秸秆利用的主力军。

（孙吉晶 整理）

市农业农村局发出通知

各地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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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在正大农业有限公
司水稻种植基地，4 台秸秆打捆机
在田间穿梭，把残留在地里的废弃
秸秆“吃”进去。不到一分钟，打
捆 机 像 母 鸡 下 蛋 一 样 ， 从 后 面

“吐”出一个圆柱形的稻草捆。
“我们先用搂草机把初步粉碎

的秸秆搂成行，然后用秸秆打捆机
打包，再用夹包机夹到田头一侧，
这样不影响后续耕种。”嘉博廷生
物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负责人指
着 一 个 个 捆 扎 整 齐 的 “ 秸 秆 包 ”
说，打捆成包的秸秆送到公司处理
中心后，经过粉碎、与禽粪搅拌、
添加酵素菌种发酵等工序后，最终
被制成有机肥料。一台打捆机一天
可以收 260 多亩，4 台机器一天可
以打捆秸秆 1000 亩左右。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农林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科技型企业，嘉博廷
公司将农作物秸秆粉碎物作为辅
料，同畜禽粪便进行资源化协同处
置，经过发酵、高温杀菌处理，最
终变成有机肥再还到田地里。利用
这套技术，该公司今年可以回收秸
秆 1 万吨，产生经济效益 160 万元。

钟意兴是余姚一位种粮大户，
在 临 山 镇 沿 海 一 带 种 植 水 稻 近
5000 亩。他告诉记者，以前稻谷

收割后产生的秸秆很头疼，每年都
要雇用工人来处理，要花不少钱。
现在好了，秸秆由专业公司来回
收，不但不用花钱，而且每亩地还
能拿到一定额度的补助。稻草集中
收掉后，马上可以种麦。

据了解，我市秸秆产生量最大
的农作物是水稻。长期以来，水稻
秸秆利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还田。
然而，大量稻草多年就地还田，不
仅增加了翻耕成本，而且使得土壤
变酸、病虫害增加甚至大暴发。

推进稻草等秸秆离田利用，是
我市积极探索的一个方向。为此，
各地采取政府扶持、企业主体、农
户参与、市场化运行的举措，推进
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

地处奉化江口街道的宁波恒麟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市最早从事
秸秆综合加工的企业。该公司搭建
了 1400 平方米的钢棚设施，用于
存放收来的秸秆，并添置了履带式
打捆机、叉车、牵引拖拉机头、搂
草机等机械化设施，建成区级秸秆
收储中心。公司投入资金添置了 6
台打捆机，机器多了，服务农户的
效率大大提升。目前，恒麟公司每
年收储 2 万吨水稻秸秆。

恒麟公司把秸秆处理成细细的

离田利用
给秸秆找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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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试点推行农作物秸
秆全量化利用。今年 3 月，市农业
农村局下发文件，在全市高水平推
进农作物秸秆全量化综合利用工
作。

奉化区是全省农作物秸秆全量
化利用 5 个试点之一，也是宁波市
首个创新试点地区。该区编制了秸
秆全量化利用规划，把加强秸秆收
储运体系建设作为规划方向和重点
工作。

通过创建，该区已建成 1 个秸
秆收储用中心，拥有宁波恒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康岭兴农水蜜桃专
业合作社、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作
社和宁波泉溪养牛场等涉及秸秆原
料化、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的规模
利用主体 5 个，在西坞、江口、裘
村建立秸秆收集打捆中介组织。奉
化区通过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初步
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
的秸秆收储运体系。目前，奉化区
秸秆收储能力达 1.5 万吨，离田利
用主体的能力超过 3 万吨。去年，
该 区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97.04% ，
秸秆离田率在 30%以上，已成功创
建 为 国 家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重 点 县

（市、区）。
今年以来，我市以农作物秸秆

标准化收储中心建设为抓手，不断
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打通全
量化利用堵点。结合粮食生产功能
区、现代农业园区等空间布局，我
市精心选址，优化项目建设布局，
以区县为单位，推进收储运网点建

设，构建县域全覆盖的秸秆收储、
供应网络，补强秸秆综合利用存储
薄弱环节。从今年起，全市计划建
设 35 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的秸秆
标准化收储中心，分 5 年实施，逐
步形成“布局合理、农用为主、多
元利用、产业增效”的秸秆收储运
和还田离田利用新格局。

突出要素保障，将收储中心建
设纳入涉农资金支持范围，今年落
实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市级建设资
金 560 万元，按照 80 万元/个的标
准，对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建设
项 目 予 以 补 助 ， 同 时 鼓 励 区

（县、市） 进行配套，力争建成一
批功能完善、规模匹配、设施设
备齐全的标准化秸秆收储、综合
利用的样板标杆。今年，市级财
政安排生态能源专项经费 1755 万
元，比去年增加 1185 万元，同比
增幅 207.9%。今年年底，象山贤
痒、余姚三七市等首批 7 个秸秆收
储中心将全部建成。

强化运营管理，拉长秸秆利用
产业链。我市将充分发挥秸秆收储
中心仓储作用，科学集中存放，确
保秸秆质量，延长秸秆供给时长，
突出饲料化、原料化、燃料化、基
料 化 等 产 业 化 利 用 ， 使 秸 秆 变

“ 废 ” 为 宝 ， 提 升 秸 秆 利 用 附 加
值。与项目建设同步，我市落实配
套资金，按每吨 150 元的标准对秸
秆打捆离田进行补助，分担企业秸
秆收储成本，形成秸秆打捆离田、
储存转运、产业利用良性循环。

完善收储运体系
打通秸秆全量化利用堵点

秸秆包

每年金秋时节，在乡村的田间地
头，时不时可以看到冒烟点。这是一些
农户在利用杂草、花生秸、玉米秆等制
作焦泥灰。秸秆在田间焚烧，产生大量
的烟雾，成为环境保护的瓶颈问题。

农作物秸秆属于农业生态系统中的
一种生物质能，如果完全由农民自己来
处理，那么焚烧现象不可避免。事实
上，看似“用处不大”的秸秆却是能够
变废为宝的资源，关键问题在于农作物
秸秆如何实现综合开发利用，以及提高
利用率。

在我市，尽管秸秆焚烧仍有发生，
但与前几年相比，这一现象已大有改
观。这得益于我市综合施策，不断推动
秸秆综合利用。

业内人士表示，农作物秸秆资源的
综合利用，对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及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秸秆综合利用，宁波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