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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烧令”真的能够禁住农民手中
的火？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
鸣表示，“堵”只是决定的一个方面，

“疏”才是核心。
如何“疏”？湖北省要求各级地方

政府“综合施策、以用促禁”，推动秸秆
利用肥料化、原料化、基料化、饲料化、
燃料化。

“要想真正取得实效，争取群众的
理解很关键，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也
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松滋市卸甲坪土
家族自治乡党委书记杨征民说。农机
部门的数据显示，1 亩棉花能产生 375
公斤秸秆，1 亩大豆能产生 680 公斤秸
秆，1 亩小麦和玉米分别能产生 740 公
斤和 1800 公斤秸秆，“现在的问题是
农村已经消化不了这么多秸秆，这就
需要政府运用市场手段吸引企业来破
解这个难题”。

一直以来，回收秸秆的主力军还
是其使用主体，如生物质发电厂和板
材生产企业，收购定价偏低导致农民
积极性不高。

收购方亦有苦衷。江陵凯迪生物
质发电厂一位负责秸秆收购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1 台打捆机 1 天工作 10 小
时，打捆 120 亩，收秸秆 30 吨。运到电厂
240 元/吨，能卖 7200 元。但 30 吨要运 8
车，仅运费就要 8000 元。这还不算请人
从田里搬到车上的人工费，不算农机手
们 1天 3000元的工资。

对于收购方，收支难以平衡，赚不到
钱，没人干。出人意料的是，并没有划入禁
烧区的公安县章庄铺镇，去年就实现了秸
秆禁烧，全镇没烧一把火。记者打听后得
知，该镇的石子滩秸秆收购站功不可没。

石子滩秸秆收购站是公安县万华生
态板业有限公司最成功的一个收购站。
负责人邱福总结经验，主要是培育了 40

多个“草贩子”。这些“草贩子”有的是
村干部，有的是农民，一辆三轮车，请 3
个人，1 天收草 10 吨可卖 4000 元，扣
除人工 1500 元，自己可赚 2500 元。去
年围场村支部书记雷永胜 1 个人就收
秸秆 1100 多吨，赚了十几万元。“秸秆
可变现，半天搞百元”成为当地农民的
口头禅。

“政府堵，企业疏。”邱福说，回收
利用要走市场路子，政府禁烧，合作社
组织机械收割，“草贩子”收购，企业回
收利用，形成了“一条龙”配套服务。

今年，万华生态板业有限公司又投
资500多万元购买了20台收割打包机，

公司总经理刘峰说：“政府禁烧让企业获得了更多
原料，我们加大投入跟进，能真正解决原料短缺。”
荆州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农民每亩每季
卖秸秆，可获10元奖励，1吨秸秆可卖320元。

秸秆粉碎还田，也有成功案例。在沙市区岑
河镇谷湖村谷丰农机合作社，机械齐全，数量较
多，能够满足农民的还田需要。合作社理事长赵
绪平介绍，为配合政府禁烧，去年投入 30 万元，
购买了 15 台秸秆粉碎还田机、5 台旋耕埋草机
等各种新机械。有了新式机械，麦梗粉碎后长度
只有 3 公分，农民想烧都烧不起来。耕整出来的
田块平平整整，无论机插、抛秧、撒谷，还是手
插，都没任何问题。

目前，湖北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75.5%。按照
规划，到 2020 年，其综合利用率力争达到 95%
以上。“截至目前通过省环保厅环评审批的生物
质能发电厂有 29 家。”湖北省环保厅副厅长周
歆昕算了一笔账，29 家电厂全面开工发电，每年
可消耗 600多万吨秸秆。

未来，湖北省政府还将编制秸秆综合利用
中长期规划，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市、县人民政府将设立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
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加大财税、土地和政府采购
等政策扶持力度。一个疏堵结合，运用市场手段
解决秸秆露天焚烧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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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禁烧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到夏秋

收获季节，田间地头总是“烽火连天”。今后，这

种情况有望在湖北省绝迹。

今年2月1日，湖北省人大表决通过了《关

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自

今年5月1日起，湖北省内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到 2020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力争达 95%以

上，建成较为完备的秸秆收集储运体系。“政府

堵，企业疏”，行政和市场双发力是湖北对治理秸

秆露天焚烧的新探索。请看《经济日报》记者近

日来自湖北的调查——

“ 秸 秆 不 让 烧 了 ， 那 该 怎 么 处
理？”今年 2 月 1 日晚，看完 《湖北全
面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这一新闻，荆
州市荆州区纪南镇农民全有财心中非
常纠结。

“现如今都是机器收割，剩下的秸
秆也不用堆积起来当饲料了。田里还
要接着再种东西，秸秆必须及时处理
掉，可卖给企业换得的那些钱又划不
来，所以只好烧了。”全有财颇感无奈
地说，就在 10 多年前，秸秆在他眼里
可是个宝，不仅是家畜饲料，还是生
火做饭的燃料。现在，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农民都改用电、煤、液化
气、天然气做饭，秸秆不再作为燃
料，也不用再花费气力把秸秆运回家
中储藏。另外，家畜喂养也有专门的
饲料。如此一来，秸秆反而成了负担。

“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收秸秆，还掏
钱租了辆车，送到区里一家新型燃料
企业去，只卖了 200 多块钱，真不如
一根火柴解决问题。”全有财告诉记
者，粉碎还田每亩还会增加 10 元左右
的成本，此外“农机加装切碎装置，
机械负荷增加，油耗增大，作业效率
降低，我们不愿意加装设备。”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农民之所
以选择焚烧秸秆，除了卖秸秆划不来
外，主要还是没有找到有效利用秸秆
的途径，加之影响耕地和播种，就只
好将秸秆就地焚烧了。

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专家王巍
介绍，如果让秸秆在地里自然分解，
5 月份的油菜秆需要 1 个月的时间，
八、九月份的稻秆需要 18 天左右，晚
稻秸秆因气温较低甚至需要 2 个月。
在不耽误下季作物农时的情形下，一
烧了之成了部分农民的选择。

湖北是农业大省，每年产生农作物
秸秆约 3000 多万吨。随着农业生产方
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秸秆剩余量
逐年增多，一烧了之的危害也愈演愈
烈——每年一到秸秆焚烧高峰期，烟雾
遮天蔽日。行人路过农田，经常被熏得
满脸是灰，衣服都不敢晒在外面，老人、
儿童呼吸道疾病频发。

湖 北 省 环 保 厅 副 厅 长 周 歆 欣 表
示，环境监测结果显示，秸秆露天焚
烧是导致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焚烧
秸秆产生的 PM2.5 占 PM2.5 总量其实是
有限的。但是，由于秸秆是在短期内
集中焚烧，遇上不利于污染物排放的
静稳天气，就会加重雾霾。因此，在
特定季节，秸秆焚烧是引发重污染灰
霾的‘元凶’之一。”周歆欣说。

此外，焚烧秸秆对土地的危害很
大，会加重土壤板结。王巍说，秸秆
焚烧入地三分，地表中的微生物被烧
死，腐殖质、有机质被矿化，田间焚
烧秸秆破坏了这套生物系统的平衡，
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性状，加重了土壤
板结，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

烧，“烽火连天”百害无一利

今年湖北“两会”期间，不少代表
委员建议，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关键还
是要实施“以奖代补”政策，提高农户
积极性。目前，湖北各级政府财政均安
排有每年数百万元的禁烧经费，但秸
秆禁烧涉及面非常广，财力仍显不足。

困难不小，不代表无法解决。2014
年，湖北农业大市荆州 269个村试点秸
秆禁烧，成效明显：秋收高峰期的 8 月
和 9月，当地空气优良天数率分别达到
了90.3%、83.3%。

在荆州区八岭山镇王场村，记者
看到去年张贴的禁烧秸秆标语仍高挂
路边。村干部沈中华说，禁烧期里，每天
上午 8 点，由村干部、老党员及村民代
表组成的巡逻队就开始了一天的巡查，
他们每天至少要巡逻 9 次。另外，村委
会还跟村民签订了不烧秸秆承诺书。

在禁烧区内，王场村的做法只是
一个缩影。沈中华等村干部是区、乡
镇、村三级联动防控网的“末端”，承
担着禁烧区内最基层的秸秆禁烧防
控任务。面对“游击战”式的火点，这
些“末端”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扑灭。

三级联动防控网是荆州市开展秸
秆禁烧工作的最重要手段。市政府与
中心城区各禁烧区签订责任状，建立
一条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包农户包
田块的责任和落实链条。除地面力量
外，荆州市禁烧办还在天上布控了“火
眼金睛”。小型飞机、动力伞等被不定
期送上天空巡查，帮助发现焚烧火点。
同时，禁烧区内逐级启动夜间巡查。在
禁烧秸秆的管控网中，重奖与重罚同
步，让禁烧令成为一道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

荆州市决定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对试点区和

市直相关部门实施绩效考核。无火点和
秸秆综合利用好的区、镇，可获市里奖
励 5 万 至 10 万 元 ；出 现 一 个 火 点 扣
5000 元，1 亩黑斑扣 10 万元。去年 10
月9日，荆州区城南开发区出现54亩黑
斑，区工作经费被足额扣减 540 万元，
一名干部辞职，两名干部被免职。

借鉴荆州经验，各级政府将承担起
“主体责任”。湖北省政府对全省秸秆禁
烧工作作出部署，明确部门职责，加强
督促指导和责任追究；各级人民政府要
制定完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加大执
法力度，完善防控机制，确保“禁烧任务
细化到田、责任到人”。

堵，三级联动防控行政追责

湖北是农业大省，每年各类农作物秸秆存量约
3000 万吨，大量秸秆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当一部
分被焚烧。湖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邓干生说，造成这一
现象主要是由于农村生活用能多样化、农村常住人口减
少、农业生产茬口紧张等原因。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是要源头防控，以禁促用，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秸秆是个宝，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邓干生分析
说，按营养价值测算，4 吨秸秆相当于 1 吨粮食；按热
值测算，2 吨秸秆相当于 1 吨标准煤。将秸秆变废为
宝，不仅能缓解资源约束、稳定农业生态平衡，还能促
进农民增产增收。以秸秆还田为例：秸秆是宝贵的有机
肥，能促进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等含量增加，可减
少化肥投入，每亩能增产 15公斤至 20公斤。

邓干生说，2011 年至 2014 年，湖北省利用国家秸
秆生物腐熟还田项目资金 18215 万元，推广秸秆生物腐
熟还田 1399 万亩。农机、农村能源、畜牧等相关的项
目实施，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动效果也十分显著。邓干
生告诉记者，在湖北，秸秆再利用主要有 4 种方式，秸
秆肥料化利用、秸秆饲料化利用、秸秆基料化利用以及
秸秆燃料 （能源） 化利用。

目前，秸秆再利用还存在一些困难，邓干生说这个
困难集中在市场主体匮乏上。为此，邓干生建议，政府
应加大培育秸秆产业化经营主体，积极探索建立秸秆在
农业产业中综合利用的补贴激励机制；深入研究秸秆综
合利用的关键环节，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开展秸秆
机械粉碎还田、秸秆制成有机肥、沼气利用和碳化、固
化、碳气联产补贴，使企业有适当利润、农民有收益，
真正形成秸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

秸秆要实现从焚烧到还田和综合利用的转型，固然

需要农民转变思想观念，更需要市场机制的“补位”和

公共服务的伸展。当秸秆综合利用的收益超过“一烧了

之”，农民自然而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秸秆焚烧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靠环保部门

或某级政府蹲守、抓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纸文

件、一个禁令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顶层设计和具

体治理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秸秆禁烧与回收

利用可相互促进。禁烧是企业获得充足原料的前提，而

回收又能拉动禁烧顺利推进。

因此，秸秆焚烧治理需要打组合拳。在建立健全法

规制度，发布“禁烧令”的同时，首先要以价格为杠

杆，把秸秆回收当做农民增收点。借鉴粮食收购最低保

护价制度来激励秸秆回收，防止经营公司压价，挫伤农

民积极性。同时，可在粮食收购站附近建立秸秆回收

站，把粮食收购和秸秆回收结合起来。其次，要采取政

府奖补的形式，直接奖补低茬收割或粉碎还田的农户，

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第三，要做到机械配套跟

进，即有足够多的机械，且种类齐全。政府应该大力扶

持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示范，带动更多合作社加快设

备更新，为秸秆粉碎还田做好机械配套。第四，要加大

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生产，让秸秆收集、还田等直接

针对种植大户，或是农村合作社，使综合利用秸秆的做

法具有可操作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都改用电、煤、液化气、天然气做

饭。由于不再用秸秆当燃料，秸秆反而成了负担。此外，农民感

觉卖秸秆不划算，主要是没有找到秸秆有效利用的途径

疏，对接市场借力政策东风

变废为宝重在综合利用
——访湖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邓干生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杜 巍

秸秆里的“市场经”
魏劲松

秸秆里的“市场经”
魏劲松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关键是要提高农户积极性。地方财力

不足、困难不小，但不代表无法解决。为此，荆州市建立了三级

联动防控网，建立一条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包农户包田块的

责任和落实链条

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堵”是措施，“疏”才是核心。湖北省要

求各级地方政府“综合施策、以用促禁”，推动秸秆利用肥料化、

原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市场让农民真正从秸秆中得

到了实惠，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左图 秸

秆粉碎机正在

作业。湖北荆

州大力推广秸

秆粉碎还田。

李其蔚摄

右图 湖北荆州青年志愿者发起“秸秆禁烧环保志愿

者行动”。图为志愿活动现场。 桓 葆摄

图① 湖北荆州万华生态板业公司禾香板生

产线。该公司以秸秆为原料生产人造板材成为家

装市场新宠。 桓 葆摄

图② 荆州油菜生产进入机械化时代，油菜收

割-秸秆粉碎-还田同步完成。 李其蔚摄

图③ 昔日，油菜、小麦收割后留下的秸秆被

露天焚烧。 桓 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