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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秸秆得到最彻底的生态利用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杨美婷

入夏时节正是华北平原抢种抢收
的季节，目前夏种夏收已经接近尾声。
今年河北夏收农作物秸秆生态利用率
达95%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
20%。如此高的利用率是怎么得来的？

肥料化利用、饲料化利用、能源化
利用、生物化利用四大途径，共同构成
了河北秸秆生态利用的一个完整模
式。2013 年河北的秸秆利用量为
5130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3%，处于全
国领先地位。其中，肥料化利用占
44.5%，饲料化利用占42.9%，能源化利
用占4.6%，生物化利用占7.1%。

“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作物秸
秆已达到6176万吨，能否实现生态化
利用不仅关系到农民切实利益，同时
关系着京津周边生态环境。近年来，
河北通过生态环境一票否决的倒逼机
制，以堵疏结合的方式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进程。”河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养上一头牛，吃饭不用愁。养上两
头牛，盖起小洋楼。养上三头牛，富得要
流油。”这是记者在河北行唐县采访秸秆
养牛时听到的顺口溜，这个县有 110 多
个奶牛规模养殖场，近 2 万头奶牛，主要
以全县 20 万亩玉米秸秆做成的青贮原
料为饲料。每到玉米收获季节，各养殖
场就以每公斤 1 毛钱左右的价格现款收
购玉米秸秆，经过紧急加工后青贮起来
作为一年的饲料，全县光靠玉米秸秆就
可增收 4000多万元。

秸秆是天然的养殖饲料，以玉米秸
秆为例，其碳水化合物含量达到 30％以
上，还有 2％到 4％的蛋白质和 0.5％到
1％的脂肪。特别是经青贮、黄贮、氨化及
糖化等手段处理之后，实际利用率和营养

价值率还要进一步提高。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依托丰富的秸

秆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通过青贮、黄
贮、压块、打捆和微贮等方式，2013 年全
省共加工秸秆饲料 2280 万吨，相当于节
约饲料粮429.89万吨，全省共养殖牛、羊、
驴等达到千万头以上，其中仅奶、肉牛养
殖就达 743.4 万头。除此之外，农作物秸
秆通过“过腹还田”产生了大量的肥料，年
产有机肥 8132.3 万吨，相当于 119.97 万
标吨化肥的肥效，如以每标吨化肥增产

1.5吨粮食计算，可增产180万吨粮食。
根据河北省畜牧部门对全省 11 市

40 多个县的调查，正常年景农民养一头
肉牛收益近 1000 元左右，养一只肉羊年
收入在 200 元左右，而养一头奶牛年收
入约在 4000 元左右。以一亩地 400 元
的收益为标准，农民养两只肉羊与种一
亩粮食收入相当，养一头肉牛相当于种
2.5 亩粮食，而养一头奶牛至少相当于种
10 多亩粮食的收入，可见秸秆养畜确实
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秸秆最常见的用途是燃料。每吨秸
秆能够产生热量 3000 多大卡，虽然发热
量不及标准煤，但具有易燃、低烟、无硫、
少灰粉的优势，因此秸秆的能源化利用
是农村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途径。

河北作为全国能源消耗第一大省，
仅农村家庭年耗煤就达 4000 万吨，燃煤
污染严重。为治理雾霾，河北提出到2017
年比 2012 年净减少燃煤 4000 万吨。如
果全省能够能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2000
万吨，就可节约标煤 1000 万吨，不仅可直
接增加农民收入 30 亿元，同时可减排二
氧化碳260万吨、二氧化硫20万吨。

河北省狠抓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工

程。2013 年，将其列入农村面貌改造提
升行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和农村节能减
排的重要工作内容；今年又投入 3.5 亿元
专项资金扶持推进该项工程，采取企业

“全产业链”模式、小型设备压块模式、秸
秆沼气联户供气等模式，并要求在一年内
秸秆能源化利用达到30万户。

在唐山市滦县响塘镇研山新村农民
李明友家，记者看到主人在燃气炉上拨
动开关，蓝色火苗立即窜出，一会儿就把
一整壶凉水烧开。主人告诉记者，他们
用的是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供气工程管
网输送到家里的燃气。用这个气，花费
虽然比燃煤高一些，但家里不再烟熏火

燎，变得更干净了。
李明友家所用的气就是农作物秸秆

通过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这来源于该
县秸秆沼气联户供气项目，这个项目建
成于 2010 年，年消耗玉米秸秆 1.3 万吨，
日产沼气 4500 立方米，沼渣 0.3 万吨。
沼气通过管网供研山新村 6000 户居民
生活用能。该县决定在气站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规模，建设二期、三期项目。

在乐亭县庞东村，农民洪泰祥指着
院内一台四四方方的铁炉子说，这是自
家购买的用来燃烧秸秆压块的生物质直
燃炉。“俺用玉米秸秆置换了两吨多秸秆
压块，用作冬天取暖的燃料，比以前买煤
烧能省七八百块呢！”该县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全县共建成秸秆压块站点
35 处，配套秸秆压块机 35 台，配套生物
质直燃炉具 5000 余台，使得 1.2 万吨农
作物秸秆实现了新能源转化。

途径②：饲料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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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消费

从时尚变成习惯
王 晋

今年河北夏收农作物秸秆生态利用率达95%以上，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利用模式—— 生态经纬度

绿色消费已说了很久，但推动起来，总觉得动力还

不强劲，离我们有点儿远。

绿色消费不仅包括消费绿色产品，还包括资源回

收利用、能源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涵

盖生产、消费的方方面面。绿色消费是构建绿色产业链

的关键一环，它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引导企业生产、销售

等环节的行为，从研发到销售，从原材料到产品，从包装

到物流，形成一个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链条。

但推广绿色消费目前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比如

企业参与不够，消费者找不到便捷的回收利用渠道，只

能选择“不绿色”消费；再如缺乏标准，哪些产品是绿色

的，消费者对此往往知之不多；还有相关鼓励政策有待

持续，绿色消费还缺少动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

府、企业、协会、消费者共同努力。

政府部门的政策能撬动绿色消费大市场。在我

国，绿色家电推广得不错。在家电卖场，绿色家电有明

显的耗能标签，导购员热情推荐节能产品，买绿色家电

还有节能补贴，这些都扩大了绿色家电份额。消费端

的力量传导到生产商，企业也会花更大精力研发节能

环保产品。在政策的扶持下，节能汽车、高效照明灯

具、绿色产品等正成为新的消费主题。保持政策的稳

定性，能发挥巨大的杠杆效应，撬动绿色市场。

企业的积极参与能为绿色消费拓展空间。以旧衣

回收为例。如今，早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的年代，谁家都有不少旧衣服，但旧衣出路不多。

今年的绿色消费宣传周期间，年轻人喜爱的快时尚品牌

H&M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施旧衣回收计划。旧衣

回收后，通过“重新穿着、重新使用、回收利用”三种途径，

使旧衣重获新生，变身为清洁布或纺织纤维，或用于绝缘

等其他用途。更多企业的参与，能实现多赢，为消费者减

负、为商家添人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节能减排。

行业协会推广相关知识和标准让绿色消费深入人

心。目前，市场上有各种“绿色”产品，但真正得到权威

部门认可的并不多。行业协会等机构还要大力推广相

关知识、制定绿色标准，让消费者了解哪些产品是绿色

的。最近，MSC（海洋管理委员会）启动了以“优选可持

续海产品，保护蓝色海洋资源”为主题的“2014 年 MSC

可持续海产品消费宣传周”，消费者认识到有蓝色MSC

认证标签的海产品意味着鱼群资源很健康、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影响最小、渔业行为受到良好管理，便于推广。

随着绿色产品标准的建立，消费者自然多了一种选择。

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能形成绿色消费的大潮。谁都

渴盼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不是梦，但目前空气污染、水

污染、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提醒我们，只有身体力

行，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节约勤俭等理念，行动

起来才能改变现状。选择绿色产品，如果算眼前账、

算支出小账，也许不那么划算。但如果算长远账、算

环保大账，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实

现绿色消费，共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

收益将非常可观。

通过各方努力，绿色消费将从时尚变成习惯，成为

拉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

途径①：肥料化利用

促进土地保墒增产

6月15日中午，在河北粮食大县藁城兴安
镇张村北街村的麦地中，种粮大户龚破碗正品
尝着秸秆还田的“甜头”。去年他通过流转拿
到 150 亩土地，全部种上了优质小麦。丰收
后，老龚开始着手播种红薯，得知村里在推广
秸秆还田，就主动加入了机械化粉碎的阵营。

因为是农机操作，一亩地 30 元钱的成本
价，150亩的承包地要一次性付出4500元，不
过龚破碗直言很值得。“往年种红薯，都要先
刨掉这些麦茬才能播种，大热天，苦得很。现
在承包的土地面积大了，只有机械化才能确
保赶上农时。通过秸秆还田，还能使土地肥
力增加，防止土地板结，每亩地增加三五百斤
红薯，如果每斤红薯能卖一元，十几亩地的增
长效益就相当于秸秆还田的支出了。”

秸秆是宝贵的农业资源，有机质含量平
均约为 15%，还有氮、磷、钾、镁、钙及硫等多
种农作物生长元素。目前我国每年生产秸秆
6 亿吨，含氮 300 多万吨，含磷 70 多万吨，含
钾 700 多万吨，相当于我国目前化肥施用总
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付之一炬实在可惜。

正是出于对农作物秸秆有机质价值的充
分认识，河北高度重视秸秆还田工作。2000
年至 2004 年，河北投入 3900 万元，用于对
大型拖拉机和秸秆还田机购置补贴。2004
年以后，国家在全国实施了农业机械购置综
合 补 贴 制 度 ，河 北 使 用 秸 秆 粉 碎 还 田 机
11.16 万台，秸秆打捆机 1200 台，稻麦联合
收获机、玉米联合收获机 10.14 万台，青饲
料收获机械 4100 台，完成小麦、玉米机械化
秸秆粉碎还田面积约 5111 万亩；其中小麦
机械化秸秆还田率达到 90%以上，玉米机械
化秸秆还田率达到 53%以上，相当于为全省
节约了 20 万吨以上化肥，增加 200 万吨左
右的粮食产量。

秸秆“本领大”，除了以上三种方式
外，还有一种用途就是栽培食用菌。

河北省平泉县是全省最大的食用菌生
产基地，采取“龙头企业+加盟园区+产业
工人”经营模式，引导农民发展食用菌产
业。目前，全县食用菌生产加工及流通企
业达40余家，建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300
多家，综合利用秸秆50万吨；共开发出8大
系列100余种产品，产品除供应国内60多
个大中城市外，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
等15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全县食用菌
生产总量达到35万吨，实现产值35亿元。

七家岱乡雹神庙村是平泉县生产双
孢菇最早的村，记者采访时，恰逢村书记王
常财带着农民制作双孢菇的培养基。他
说，将农作物秸秆粉碎后，与牛粪按一定比
例混合发酵，就成了菌种生长的基料，放置

在合适环境中，蘑菇就长出来了。食用菌
生产结束后，培养基废料还可作为有机肥
直接还田。王常财说：“原来村里的秸秆柴
草及畜禽粪便堆积如山，环境让人无比头
疼，自从村里种起双孢菇，这两样废物都变
成了抢手货，牛粪 60 元一方、玉米糊 300
元一吨，还得提前预订。”

到 2013 年底，河北共利用各种农作
物秸秆 360 万吨栽培食用菌，品种发展
到 20 多个，秸秆栽培食用菌的面积达 25
万亩，年产鲜菇约 150 万吨，年创产值 90
亿元，年获纯收益 60 亿元以上。预计到

2015 年，全省利用秸秆栽培食用菌面积
将达 30 万亩，年转化棉秆、麦秸、玉米秸
等 500 万吨，年产鲜菇 200 万吨，年产值
120亿元，年获纯收益 80亿元以上。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河北并没有松
懈，毕竟目前秸秆露天焚烧的现象仍时有
发生。最近国家将京津冀列入重点治理
区域内，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对河北提出
了到2015年底秸秆利用达到95%以上的
硬性指标。河北省相关领导表示，尽管工
作难度很大，但有决心让农作物秸秆及时
有效地得到最彻底的生态化利用。

途径④：秸秆生物化

增加食用菌原料来源

雾霾，是这两年环保领域的“热词”，
同样也成为日前举行的第十四届华创会
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华创会“大气污染与
防治”专题论坛上，来自海外的几位专家
就如何破解“霾伏”发表见解。

从“指甲油受限”谈起⋯⋯

近年来，中国许多地区雾霾时有发
生，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何平博士是全
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于 1996 年与 30 位
海外环境专家在华盛顿共同创立了国际
中国环境基金会。他向与会者分享了美
国加州治霾的成功经验。

“加州从立法和设立标准、严格执法、
推动技术提升和公众参与等方面，都采取
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甚至指甲油、清
洁剂等都被限制。”何平说。

1968年加州成立了“空气资源委员会”，
开始对空气污染进行系统治理。首先是重
新确定排放标准，对炼油厂、发电厂和其他工
业污染实施严格的监管，大部分企业在规定
时间内达到排放标准，部分企业被迫关停。

尽管如此，雾霾仍没有明显改善，“空
气资源委员会”又开始对汽车尾气排放进
行管理，主要手段是提高燃油标准、使用
效率和排放标准。为此，加州政府与美国
主要汽车制造商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
诉讼，迫使汽车制造商在加州销售的汽车，

排放标准高于其他州。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加州又实行了消费品生产条例，对分散
污染源进行控制，约 2500 种常见家用品，
从指甲油到清洁剂等，可能导致雾霾的排
放物及挥发性有机成分都被限制。

晒晒治霾新方法

作为人工影响天气专家和大气遥感
专家，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副会长郭光
在论坛上晒了一项治霾新技术：利用人工
喷洒液态二氧化碳形成降雨，从而洗刷大
气、消除雾霾。

郭光说，传统的碘化银降雨存在成本
高、不安全、效率低等缺点。而将特制的

液体二氧化碳喷射在有云或雾的地方，让
其在上升的同时水平向周围扩散，使得云
雾中的水汽降落形成雨水，实现人工降
雨。这种方法效率比碘化银高 100 倍以
上。要实现人工除雾霾，可以通过飞机播
撒液态二氧化碳进行人工降雨洗刷空气，
也可以通过汽车直接向大气中喷洒将雾
霾同时清除。郭光说，雾霾影响健康，同
时对机场和高速公路等造成安全隐患，通
过此项技术，可以快速有效清除雾霾。

据介绍，此技术前期设计、研制、试验
基本完成，并在美国、欧洲、日本进行过试
验，很快将投入试生产。郭光表示，针对
中国雾霾的成分和成因，将对此项技术在
中国的应用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海外专家为治霾支招
本报记者 廉 丹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
的科技型服务型产业集团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简
称“中国节能”）与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日前
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中国节能下属的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与施耐德电气宣布建立合资、合作关系，组建合资
公司，共同开拓能源环境一体化市场。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节能与施耐德电气
将在环境监测、能效管理、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综合解决
方案等多个有业务交集的领域积极探索和广泛开展合
作，开拓中国及海外市场。同时，双方致力于结合优势
资源，协助推动所属国家法规、行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的
出台，与有关政府机构积极进行沟通并共同促进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

中国节能与施耐德共拓能源环境市场

在甘肃省定西市境内312国道的两侧，原来水土流

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如今片片翠绿覆盖，层层梯

田环绕村庄，宛如美丽画卷。新华社记者 王 颂摄

秸 秆 是 天 然

的养殖饲料，河北

依托丰富的秸秆

资源，大力发展畜

牧业。图为泊头市

祥瑞养殖专业合

作社工人正在用

玉米秸秆饲料喂

牛。 苑立伟摄

通过秸秆还田，藁城市小麦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连日来，汉江武汉段江面出现大量水葫芦，形成一

条绵延数十公里的“绿带”。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