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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方受益才能禁烧秸秆让多方受益才能禁烧秸秆
近期，笔者所在的地区出现持续干旱，为把干旱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田间地头便出现了一股
打机井热。但是，随着机井的无序采钻，在一些还没
通自来水村组的不少群众反映，家里水井取不到水，
出现生活用水困难问题。针对此种无序采用地下水
的现象，笔者建议：

一是必须科学规划合理采用地下水。相关部门
应对地下水的采用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划片建
设采用地下水项目。打机井等地下水开采项目，应
由水利部门进行合理划片，按照多少面积或多少人
口打几个机井来进行合理规划，使有限的地下水资
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

二是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
对无序开采地下水资源将出现的严重后果，进行多
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地下水资源合理采
用必要性的认识，做到不乱钻机井，不私自采用地
下水。

三是严管地下水资源。地下水资源是公共资
源，对未经批准私自开采地下水资源的，应根据情节
轻重给予相应处罚。可设立举报奖励机制，举报后
经查属实的给予举报者重奖，将违规建设的采用地
下水工程项目回填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收归集体
所有。

（湖北省襄阳市 杨 涛 李元强）

据估算，我国每年农作物秸秆总量在

8 亿吨—9 亿吨，这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产

量。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对于缓解农业资

源供求矛盾、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生态文明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农作物秸秆利用方面历史悠

久。在肥料、燃料缺乏的年代，秸秆被农民

视作宝贝。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秸秆资源量不断增加

的同时，传统的秸秆利用量在大幅减少。

由于秸秆堆肥植物营养成分含量低且不稳

定，不能适应作物高产对肥料的要求，各种

化肥取代了传统的堆肥；日常烧火、取暖中

的秸秆也被煤、气所取代。秸秆处理逐渐

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许多农户出于方

便，采用焚烧方式来处理农田中的秸秆，不

仅浪费了宝贵的农业资源，而且污染了大

气环境。各地采取各种手段禁烧，但焚烧

现象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为秸

秆找到有价值的利用途径。

近年来，秸秆利用出现了新的变化。

秸秆不仅用作肥料、饲料，而且拓展到食用

菌基料、工业原料和燃料等用途。秸秆造

纸、秸秆人造板、秸秆生物柴油、保温材料、

制糖、酿酒等产业化利用不断涌现，秸秆已

经成为真正的重要资源。

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秸秆综合利

用情况仍然不能令人乐观。各地发展也极

不平衡，一些地区秸秆焚烧仍然屡禁不止，

而一些地区秸秆已经成为不同利用方式间

激烈竞争的资源。同时，综合开发利用又

面临着技术不成熟、投资大、效益不稳定等

问题。秸秆利用必须加大科学引导和政策

扶植。

一是要因地制宜合理配置。各地自

然条件不同，秸秆种类和数量各异，社会

经济、产业化水平极不平衡，秸秆综合利

用的方式需要科学合理的配置，避免产

生不必要的竞争和资源分配失衡。

二是要坚持农业优先，实现循环利

用。秸秆是农业生产的产物，是生物循

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质量的维持，

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依赖有机物归

还。过度的工业利用，将会对生物循环、

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土壤有

机质含量高低受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

的制约，过量的归还也不能更多地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要制定不同区域有机

物的还田量标准，通过秸秆直接还田、循

环利用还田（畜禽粪便、沼渣沼液、菌糠

菌渣以及高效有机肥等）保证土壤的可

持 续 利 用 。 要 鼓 励“ 秸 秆 — 畜 禽 养 殖

—沼气—高效肥料—种植”等循环利用

模 式 以 及 秸 秆 饲 料 、食 用 菌 、沼 气 和 高

效有机肥料产业的发展。

三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高效利

用。秸秆的工业化利用，是实现秸秆资源

价值的重要途径。秸秆利用产业实现健

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开发生产出市场上

需要的产品。要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产

品，提高秸秆利用的附加值。

四是要加大政策扶植，鼓励企业创

新。政府要在政策、投资、利益分配等方

面给予扶持，保障产品创新、企业发展和

农民收入提高。企业不仅要在产品研发

创新，也要在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创新。

秸秆资源生产分散，与大型企业相比，分

散性连锁的小型化生产方式，更适合秸秆

综合利用。

编辑同志：
每年一到收割时节，农作物秸秆焚

烧就成为困扰各地的一件麻烦事。为
此，各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推行秸
秆禁烧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秸秆
禁烧是年年禁，年年烧。

要做好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关键
还是要靠疏导。政府要积极为秸秆寻找
出路，变废为宝，使农民处理秸秆有利可
图，从而提高农民对秸秆利用的积极性，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

一是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给予资
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提高企业对开发和
生产秸秆产品的积极性。此外，还可将
秸秆还田、打捆、青贮等机具纳入农业机
械购置补贴范围，并加大对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的补贴力度，对秸秆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按照秸秆利用量进行补贴，增
加秸秆收购价的提升空间，调动农户出
售秸秆的积极性。

二是加大宣传和服务工作的力度。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秸

秆利用的好处；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农民
做好秸秆利用的服务工作，使农民真正
得到实惠，这样才能调动农民对秸秆回
收利用的积极性。

三是要推进秸秆资源产业化利用。
目前，秸秆循环利用的农业企业普遍规
模较小，产业化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不
强。要积极拓展传统农业发展空间，充
分挖掘秸秆资源的增值潜力，提高农业
产业的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

（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 朱 霆）

城市园林管理不能忽视节水。在一
些地方，总能看到园林工人抱着粗大的
水管子冲着绿化带的植物哗哗喷水。这
种暴雨似的浇水，不仅对植物生长不
利，也严重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

我国水资源十分匮乏，更应该在节
水方面多一点考虑，多一点实际行动。
城市园林管理部门如能根据实际，对符
合要求的绿化带采用滴灌式灌溉，则可
以大大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滴灌，是指
利用塑料管道将水通过孔口或滴头，把
水一滴一滴均匀而缓慢地滴在作物根部
附近的土壤中。滴灌法将水直接送到植
物根部，进行局部灌溉，蒸发损失小，
不产生地面径流，几乎没有深层渗漏，
因此比喷灌具有更好的节水效果，水的
利用率可达 95%，是干旱缺水地区最有
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城市园林采用
预设水管滴灌法浇水，不仅能减轻园林
工人的劳动强度，还能避免相关交通事
故隐患。

（河南省唐河县 马长军）

园林滴灌节水省力

上世纪 80 年代，我家的经济状况
比较差，为了节省开支，我买了一台缝
纫机，家里的衣物都由爱人亲手制作，
每年也能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后来，
经济条件改善了，衣服全到商场去买，
缝纫机也就搁置起来。

直到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家的
缝纫机又派上了用场。那天，爱人看到
商场卖的布头做成的拖鞋，深受启发，
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回家后，她找出家
中废旧牛仔衣，支起缝纫机，开始制作
拖鞋。刚开始时比较慢，后来越做越熟
练，没几天时间就做了十几双。爱人也
不吝啬，将布拖鞋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
朋友，从此我家的自制布拖鞋成了“畅
销货”。

居家过日子需要处处节约，其中，
废旧物品的再利用就是一种既经济又节
约的好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每
人家里的废旧衣物都不少，如果能充分
利用起来，既可避免资源的浪费，又可
节约家庭开支，一举两得。

（河北省承德市 李凤文）

废物利用一举两得

我的堂兄 50 多岁，一家 6 口人，种
有 30 亩田地，家里养了 10 头母猪，还开
了一个家庭豆腐作坊，一年收入十几万
元，在我们商水县舒庄乡也算是个小康
之家了。堂兄一家虽然收入不少，但在
生产和生活方面却十分节俭，有不少节
约小妙招。

一是养猪不买饲料。堂兄家养了十
来年猪，饲料都是自己配制。他每年种
一季小麦和一季玉米、大豆，小麦加工成
面粉卖掉，麦麸作为饲料，玉米作为喂猪
的饲料，大豆加工成豆腐卖，豆腐渣作为
猪饲料。这样一来，庄稼通过加工值钱，
变成饲料省钱。

二是种地不买化肥。堂兄把自己家
的猪粪一部分通过高温腐化变为肥料，
另一部分通过沼气氨化变成沼渣上到大
田里。不仅节约了化肥钱，种植的农作
物抗旱和抗病能力强，产量还比别人上
化肥的地每亩增产 100公斤左右。

三是做饭不用煤电。堂兄花2000多
元（其中乡政府补贴 600元）打造一座沼
气池，用猪粪作沼料，用沼气做饭、照明、
烧水、洗澡，十分方便，又省了煤电费。

（河南省商水县 乔连军）

节约妙招节能增收节约妙招节能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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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三夏”刚过，一些地方焚烧秸秆的黑烟又起，不仅污染了环境，也造成了资源浪费。近日，一些读者来信

表示，应运用科技手段探索综合利用方式，为秸秆找一条变废为宝的新出路，让农户、企业都有收益，才是治本之策。

近年来，山东省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每年产生的 8700万吨农作物秸秆
中，有八成被综合利用。这其中，高唐县的
高效率、低成本的秸秆收储新模式——“千
吨点”成为秸秆综合利用的一大亮点。

农民增收“减负”开心

“过去一烧了之的麦秸如今成了‘宝’，
不但有人帮俺收，还能换钞票。”盘点起今
年“三夏”的“意外收获”，高唐县姜店镇三
杨村农民林少农喜不自禁。

林老汉家种了 10 亩地，过去最令他头
疼的就是处理秸秆。“前些年，光清理麦秸
就要一家老小忙活一整天，累人不说，关键
是挤占抢种时间，所以很多人干脆就一把
火烧了。明知祸害环境，可实在没有其他
更好的解决办法。”今年，林老汉所在的三
杨村建起了泉林集团收麦秸的“千吨点”，
麦子收割当天，麦秸便被打捆运走，抢种时

间至少提前了一天。
秸秆处理难题的解决，让种粮大户们

转忧为喜。高唐县梁村镇盖洼村种粮大户
范文来今年种的 237 亩地产出的 55 吨麦
秸，直接卖给泉林集团的“千吨点”，仅此一
项就净赚 3 万多元。在县里扶持政策的

“护航”下，“千吨点”的经营者也从这一模
式中获益。姜店镇三杨村“千吨点”负责人
贾士强“三夏”期间收储秸秆 800 多吨，按
每吨 550 元的价格全部销售给泉林集团。

“今年‘三夏’，俺收入 40 多万元不成问
题。”贾士强高兴地对记者说。秸秆收购点
效益增加的同时，当地秸秆运输业也得到
快速发展。目前，全县有秸秆运输户 650
余户，带动了农民增收。

企业节能减排省心

泉林集团董事长李洪法向记者介绍了
他们的“千吨点”模式，即：公司以每 6 千亩

—8千亩耕地为单位，建立一个占地 20亩、
小麦秸秆和玉米秸秆精料各 1000 吨的标
准化秸秆收储“千吨点”，和农户签订秸秆
回收合同，将秸秆收集打捆，并在料场进行
标准化储存，按照公司的储运计划调运。

“千吨点”收集的秸秆一到泉林集团
便成了“一草三用”的宝贝：第一是运用自
主核心技术“以草代木”造纸；第二是将制
浆提取纤维后的剩余物再做精深加工，制
成优质黄腐酸肥料；第三则是将不能进入
制浆环节的秸秆叶子等杂质，用于制造饲
料或发酵基质。“每用秸秆生产一吨草浆，
等于少耗费 4 立方米木材。按年产 40 万
吨草浆换算，相当于少砍伐 160 万立方米
木材、保护了 20 万亩成材林。同时，我们
用专利技术加工制成的黄腐酸肥料，解决
了过去秸秆直接还田易诱发病虫害等弊
端，促进了农民的丰产增收，更让秸秆‘吃
干榨尽’，真正实现了企业节能减排的环
保目标。”李洪法说。

政府禁烧“减压”放心

秸秆有了好归宿，让政府在“三夏”期
间的“禁烧”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今年，全
县没有一起焚烧秸秆现象。农民踊跃将秸
秆卖给泉林集团，我们的主要任务转变为
维护运输秩序。”负责“三夏”防火的赵寨子
镇倪堂管理区书记朱其贤说。

“农业难题工业解决，今后，我们将加
大对工业化秸秆还田模式的扶持力度，在
促进泉林发展、惠及高唐百姓的同时，力争
将这一模式推向全国，造福亿万农民。”高
唐县委书记刘春华信心满怀地对记者说。

下一步，山东将积极构建秸秆资源科
学、合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突出抓好
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和秸秆肥料化、饲料化、
能源化、原料化利用工程，力争实现秸秆由

“次生品”、“废弃物”到“农产品”、“商品”的
转变。

山东：一根秸秆赢得“三心”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永斌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使废旧电子产品
数量迅速增长。目前，我国将有 500多万台电脑、上
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如何低成本、低污染、高效
率回收电子垃圾，并投入再生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对电子废弃物的回
收管理，有效控制电子产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
此，笔者建议，一是倡导全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引
导消费者不随意丢弃电子废弃物，人人争做城市绿
色回收志愿者。二是建立电子产品报废制度。新增
电子产品时，在采购合同中增加报废服务条款，做到
报废产品有制度可循，并与出售产品单位建立报废、
升级、维护、修理等跟踪台账，规范报废持有的废旧
电子电器产品。三是引导生产商延伸责任。督促生
产厂家主动承担回收责任，改善产品设计，节约资源
与能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产品对人体健康及环
境安全带来的影响。四是规范电子垃圾回收无害化
处理渠道。国家要通过定点回收、分选分送、终端处
理等可控性流程,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垃圾循环
利用的合理途径,实现电子垃圾循环利用市场化、产
业化发展。

应当看到，电子垃圾无害化处理是一个新兴产
业,更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相信在国家政策的
支持下，电子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必将取得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河南省驻马店市 刘 韬）

加强电子垃圾回收管理

近年来，随着家长对儿童健康的重视，儿童专用
产品市场也应运而生。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标有

“儿童”字样的商品，如儿童酱油、儿童面条、儿童牙
膏等，与同品牌同类普通商品相比价格高出不少。
但笔者通过走访发现，大多数“儿童专用”商品成分
与同品牌同类普通用品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大，有的
甚至完全一致，消费者花了高价钱，却并没有物有所
值。因此，有必要尽快出台标准，加强对儿童专用商
品市场的规范与监管。

笔者建议，首先要统一评价标准。相关职能部
门应尽快出台制定各类儿童专用商品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定醒目、统一的“儿童专用”商品标志，并在
检验合格的“儿童专用”商品上予以明示，从而方便
广大家长选购。二是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儿童
专用商品的监管力度，重点检查儿童专用商品的标
识、厂名、厂址、成分等是否齐全，广告宣传内容是否
与商品一致，坚决打击虚假广告，杜绝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加大
对儿童专用商品价格虚高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切
实形成有效威慑力。三是要开展消费引导。积极利
用各种宣传活动平台，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相信商家
的宣传噱头，同时帮助家长掌握正确选购“儿童专
用”商品的技巧。

（江西省九江县 陈 雅）

儿童专用品应名副其实儿童专用品应名副其实

▲山东省高唐县今年产生的 8 万吨麦秸，全部被泉林集团回收，用来制浆造纸，仅

此 一 项 就 可 为 农 民 增 收 4400 余 万 元 。 图 为 秸 秆 收 获 机 械 忙 碌 在 麦 收 现 场 。

丁来刚摄

专 家 解 答

▼今年夏季，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秸秆机

械化还田面积为 27.11 万亩，还田率高达 71%。

图为 6 月 20 日，该区陈集镇组织的秸秆机械还

田演示现场。

戚善成摄

引导和扶植秸秆综合利用
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教授 郝晋珉

晒晒身边的节约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