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作物秸秆是宝贵的可再生资源，目
前我国每年大约产生 9 亿多吨的秸秆，如
果加以合理利用，将有助于改善土壤有机
质含量、降低农作物面源污染、促进粮食
增产增收，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近日，《经
济日报》记者就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问题
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毕于运。

记者：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

展，最重要的前提是将秸秆资源收集储存

起来，以保证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

破解我国秸秆收储运难的问题？

毕于运：秸秆分散、体积大、密度较
低，是秸秆难于收储运的原因。在我国，
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存在着三大问题：首
先，我国秸秆收储运系统尚处于自发形成
的起步阶段，秸秆产业化发展缺少可靠的
秸秆收储基地可供利用；其次，缺乏科学
的规划指导，不利于秸秆收储运网络（收
储中心——收储站——收储点）体系的有

次序形成和发展；三是秸秆收储运技术装
备整体水平较低。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亟待建立完善的
秸秆收储运体系。在满足秸秆还田需求
的基础上，根据秸秆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将秸秆收集与秸秆养畜、秸秆新能源开
发、秸秆工业加工、秸秆食用菌种植、秸秆
商品有机肥生产等利用方式相结合，以规
划为先导，合理布局秸秆收储运基地，形
成以秸秆利用企业和秸秆收储运服务组
织为实体、市场化推进的秸秆收储和物流
体系。配套完善的秸秆收集、打捆、压缩
打包、晾晒堆存、防雨防火、运输等设施设
备，形成稳定的秸秆收储能力。积极发展
农作物联合收获、粉碎还田、捡拾打捆、贮
存运输全程机械化，建立和完善秸秆田间
处理体系。

记者：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应从哪

些方面入手？

毕于运：技术创新是秸秆综合利用产

业化的关键一环，秸秆综合利用支撑技术
薄弱是制约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的瓶颈，要集中力量推动秸秆收集、
利用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

建议围绕秸秆综合利用中的关键技
术瓶颈，组织高校、科研单位和龙头企业
开展联合攻关，开展关键和共性技术研
发，对技术进行集成配套，加大机械设备
开发力度，引进消化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
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提升秸秆综合利用
技术水平。突破秸秆乙醇、秸秆多糖单
糖、秸秆淀粉生产等深层次技术障碍，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附加值。加快建立配套
的技术标准体系，尽快形成与秸秆综合利
用技术相衔接、与农业技术发展相适应、
与农业产业经营相结合、与农业装备相配
套的技术体系。加快建立秸秆相关产品
的行业标准、产品标准、质量检测标准体
系，实现生产设备标准化、产品标准化和
工艺操作标准化。

记者：如何保障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

落实到位？

毕于运：应设立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
金，重点对秸秆收储利用环节给予补助，
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导向，企业、农户投入
为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机
制。将秸秆综合利用的农机具纳入农机
购置补贴范围，并适当提高补贴额度。进
一步加大对秸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研发
和推广的投资扶持。秸秆综合利用量大
面广，仅凭地方投入远远不够。从未来
10 年全国的需求来看，需要新增秸秆综
合利用能力 1.5 亿吨以上，项目总投资达
上千亿元，如仅靠地方政府少量资金支持
和社会投资，难以完成。

目前，地方政府资金支持的大都是针
对秸秆禁烧工作，如山东省主要是对高速
公路、铁路、机场周边进行支持，建议加快
建立健全中央、省、市、县四级投入机制，
对秸秆综合利用给予资金支持。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保部 18 日向媒体通报
了 10 月 5 日至 17 日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情
况和赴辽宁省实地调研情况，并表示秋季秸秆焚烧污染
防控形势较为严峻。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介绍，5日至 17日，
环保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北
京、上海、福建、江西、广东、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青海等 11 省区市未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在其他
20 省区市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 862 个，比 2014
年同期增加 54 个，增幅为 6.68%。各省区市火点数依次
分别为山东 179 个，河南 155 个，辽宁 110 个，山西 87 个，
安徽 67 个，吉林 60 个，河北 59 个，湖北 46 个，黑龙江 23
个，甘肃 21 个，新疆 19 个，内蒙古 13 个，宁夏、湖南、海
南、广西、陕西等 8 省区市火点数低于 10 个。从秸秆焚
烧火点强度看，平均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火点数排序在前
5位的省份依次为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吉林。

汪冬青介绍，10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全国范围内，环
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遥感巡查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
火点 324 个，其中辽宁省 92 个，占到全国火点总数的
31%。鉴于此，环保部于 10 月 16 日至 17 日，派员赶赴辽
宁省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在沈阳市、铁岭市随机巡视发
现多处正在焚烧秸秆的火点，其中大部分火点受卫星过
境时段、云覆盖等因素限制，并未被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捕
获，当地实际火点数远多于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捕获的火
点数。调研组发现的多处火点位于机场、高速公路和国
道周边等禁烧区，不仅对当地大气环境质量造成影响，也
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潜在威胁。调研组在调研结束后已
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反馈了发现的问题，并提
出有关工作要求。

汪冬青表示，环保部将进一步加大卫星遥感巡查监
测力度，继续公布卫星遥感巡查监测秸秆焚烧火点分布
情况，并采取暗访调研督导方式，督促各地做好秸秆焚烧
污染防控工作，同时将对秸秆焚烧污染防控不力的省区
市进行公开通报。

又到秋粮收获的时节，河北省永清
县刘其营乡东麻村，村民们已不再为秸
秆如何处理而烦恼。“村里大多是胶泥
地，如果不把秸秆还田就容易板结”，不
少村民告诉记者，前些年大家也有秸秆
还田的需求，但农机跟不上。如今，依靠
村里孙景贵、孙景瑞两兄弟的旋耕机和
秸秆打捆机，他们在收获粮食的同时，就
能把秸秆还田或打捆，省了很多时间。

农机补贴促进秸秆还田

在东麻村，村民大多种植一茬小麦
和一茬玉米，小麦秸秆全部粉碎后就地
还田。机收玉米一亩要 70 元，直接把玉
米棒子收到家里，还能同时把玉米秸秆
粉碎。“秸秆还田能肥田，我们提供服务，
大家看到方便和效益，不管是小麦还是
玉米，村里多数就地还田。”孙景贵说。

孙景贵向记者描述了农机刚到手
后、首次麦收时的情景。收割机先作业，
成片的小麦瞬间被一分为二，籽粒部分
汇集到粮仓、秸秆部分被粉碎后平铺在
麦地中间。随后，中置式秸秆打捆机将
粉碎的秸秆捡拾、打捆，原本散落的秸秆
变成了结实的麦秸捆。免耕播种机再把
玉米种播下。整个过程结束后，原来的
麦田就变成了玉米地。

秸秆遍布我国农村，由于秸秆密度
小、占用空间大且易腐烂，收集、运输和
储存较困难，秸秆原料收集难、成本高成
为产业化发展瓶颈。让人欣喜的是，近
年来，国家将秸秆还田、青贮等相关机具
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去年中央财政
专门拿出 7 亿元，对主产区的秸秆能源
化利用企业给予补贴，要求每个项目补
贴不超过总建设额度的 10%，且主要集
中在京津冀地区。当前，部分地区对机
械化还田作业有少量补贴。随着农机化
水平的提高，作物收割后利用灭茬机直
接粉碎还田的比例在快速提高，秸秆打
捆机也在一些地方开始推广应用。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作物
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程度逐年增加。“目
前，廊坊市小麦种植面积近 100 万亩，玉
米种植面积 330余万亩，共产生秸秆 700
万吨。廊坊小麦秸秆实现了机械化切抛
粉碎还田。玉米秸秆实现了综合利用：
一是直接粉碎还田，二是作为青贮饲
料。”河北省廊坊市农业局副局长刘建方
说。目前，廊坊市共拥有玉米收获机
3100余台，玉米秸秆饲料收获机 130台，
全市玉米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面积约
258.4万亩，占全部种植面积的 77.4%。

社会化服务助力秸秆养畜

除了就地还田以外，秸秆的另一大

用途是做饲料。农业部数据显示，秸秆
养畜工作开展以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累计支持 918 个县开展秸秆养畜示
范，在粮食主产区形成了连片示范带。
年秸秆饲用总量达到 2.2 亿吨，其中经过
青贮、氨化微贮加工处理的比例达 48%，
有力地支撑了农区的养殖业发展。

永清县是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
据测算，一头奶牛每年一般要消耗 5 亩
地的干秸秆。到了收获季节，永清县各
奶牛场都会张贴收购秸秆的告示，一些
农民用自家农用车承担起了给奶牛场配
送秸秆的活计。2013 年，玉米秸秆收购
的价格是每斤 9 分钱，参与秸秆市场化
收购的农民每人每天能纯赚 300 多元。
去年，秸秆收购价格略有下滑，但农民每
人每天依然能赚 200多元。

三英奶牛场是永清县的一家大型奶
牛养殖场，去年获得了国家秸秆青贮专
项补贴 100 万元。奶牛场场长杨家彪
说，秸秆青贮需要青贮池和粉碎、压实机
械。奶牛场在青贮池、青贮机械上面共
投入 280 万元，购置了 3 台秸秆收获机，
建设了 8000 立方米容量的青贮池。奶
牛场有 700 头奶牛，消耗 5000 吨秸秆。
全株玉米效果好，是饲料的优质原料。
如今各家奶牛场都很在意秸秆原料的供
应。今年秋收时，三英奶牛场以每吨
300 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全株青贮
玉米，农户每亩地可产生 2.5 吨至 3 吨的
全株玉米，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如何解决秸秆收集加工的规模化与
小规模种养之间的矛盾？永清县畜牧局
副局长孟凡正认为，政策扶持的重点是
激发市场化、产业化的活力。要鼓励种
植或养殖企业牵头组织秸秆收贮，将秸
秆饲料化利用纳入其产业链。鼓励养殖
企业与农户建立订单生产关系，促进全
株青贮玉米专业化种植。大力培育秸秆
收贮专业作业队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
养殖场户解决收集难的问题。引导饲料
企业进入秸秆饲料生产领域，大力发展
裹包青贮、颗粒饲料、压块饲料等商品秸
秆饲料。

“从全国来看，今后要大力推进秸秆
收集加工集约化、处理利用标准化、市场
流通商品化，充分发挥秸秆养畜的多功
能性，推动牛羊增产。”农业部副部长于
康震认为，在区域布局上，要综合考虑资
源状况、养殖基础和环境压力等因素，把
秸秆资源充足、牛羊养殖基础好的地区

作为优先发展区，重点支持农牧交错地
带和秸秆焚烧严重地区发展秸秆养畜。
在扶持对象上，着力推动规模养殖场户
改善秸秆处理条件，优先扶持新建规模
养殖场配套秸秆处理设施。

系统性普惠性政策缺乏

当前我国没有出台系统性的秸秆综
合利用政策，已出台的大多是项目制，并
非年年都有。农业部生态总站副站长王
久臣说，当前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秸秆综
合利用产品，对生产企业给予支持，先后
出台了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
补贴激励政策，包括对秸秆能源化利用
企业消耗秸秆提供专项财政补贴；对使
用秸秆生产电力、热力、代木产品给予所
得税减免优惠；而在秸秆收储运、终端产
品应用等薄弱环节缺乏相应的政策措
施，不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秸
秆来源量大面广，遍布全国，却缺乏普惠
性的扶持政策。

“要以秸秆为纽带，将秸秆收集与生
态种养、秸秆能源化和秸秆材料化有机
衔接，加固农业循环经济链条。”廊坊市
农业局副局长刘建方建议要加大秸秆禁
烧补贴、秸秆青贮补贴、秸秆沼气菌种费

补贴、秸秆反应堆技术补贴等方面的实
施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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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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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农业生态总站站长王衍亮建
议，按照“政策支持、示范引导、以农为
主、产业发展、市场运作”的思路，因地制
宜推进秸秆“五料化”全量利用。进一步
支持秸秆收集机械还田、青黄贮饲料化、
微生物腐化和固化炭化气化等新技术示
范，研究出台秸秆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
电价格、收储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信贷
扶持等政策措施。加快建立秸秆收储运
输市场化机制，降低收储运输成本，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全国秸秆综
合利用率要达到 85%以上的目标。要在
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启动秸秆综合利用
示范县建设，从根本上解决秸秆露天焚
烧问题。目前，国家已启动实施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重点支持京津冀等地区开
展秸秆还田、养畜、秸秆沼气、秸秆代木、
秸秆炭化等方面工作；启动京津冀地区
镇域级秸秆全量化利用示范区建设，加
快推进秸秆利用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当前有必要针对秸秆综合利用出台系统性普惠性扶持政策——

秸秆要禁烧 政策不能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秸秆利用是个老话题，但每年夏收、

秋收时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之前，秸秆是农村烧水做饭的燃

料，养殖户用秸秆叶片喂羊、用茎秆烧火，

当时农村能源紧张，耕地上见不到未收割

的秸秆。随着燃煤、液化气、天然气的使

用，秸秆因燃烧值低、占用空间大等因素

逐渐被弃用。由于收获播种的茬口时间

紧、农村劳动力缺乏等因素，使得农户对

秸秆进行有效收集和利用难度加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制定秸秆综合

利用的扶持政策，建立激励补偿机制，成

为农民的期盼、业内的呼声。政策扶持要

顺应市场化的趋势，发挥好“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要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建

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帮助秸秆循环农

业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要建立激

励机制，对带动力强、贡献大、经营规范的

企业在项目和资金投入上给予倾斜。目

前，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了

系列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秸秆循

环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企业的积极性，调动千家万户农

民的积极性更为重要。农民自然也知道

秸秆综合利用的好处。但要切实禁烧秸

秆，就需要让农民从综合利用中获益。“农

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判断对于今

天的秸秆利用依然适用。机械化秸秆利

用方式不给农民增加额外的负担，而且能

开发出秸秆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不仅

能够利用好“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还能促

进畜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好政策要“想农民所想”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
——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毕于运

本报记者 常 理

禁烧秸秆

，别只忙这几天
瞿长福

环保部通报监测调研情况：

秸秆焚烧污染防控形势严峻

上图：10 月 4 日，山东省鱼台县李阁镇四联村村民开展玉米秸秆还田

作业。 乔志宇摄 （新华社发）
右图：9 月 24 日，河北省永清县北辛溜乡鑫昊奶牛场工人在给奶牛喂

食粉碎的玉米秸秆。 李晓果摄 （新华社发）

乔金亮

秸秆焚烧之痛，对许多人

来说，可能痛在秋收之际、三夏

之时。在这两个时节，伴随着

丰收的喜悦，秸秆怎么处理却

成了令人头疼的事。

眼下就是最头疼的时刻。

环保部日前发布通报称，10 月

5 日至 17 日，卫星遥感巡查监

测数据表明，全国 20 省区市共

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 862

个，比 2014 年同期增加 54 个，

增幅为 6.68%。记者国庆期间

经过湖北江汉平原，高速公路

两侧不时燃起片片火光，司机

说，这够当地乡镇干部忙一阵

了，很多人这几天都要到田间

地头巡查。可见，在这个时节，

禁烧秸秆任务重、困难大。

可过了这段时间，还有多

少人关心、关注秸秆的事，还有

多少人在为秸秆禁烧头疼？其

实 ，早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中 后

期，我们就开始禁烧秸秆，当时

的主因在于焚烧燃起的烟雾妨

碍了航班降落和车辆行驶。此

后，随着环保、生态意识逐渐兴

起，禁烧秸秆力度一年比一年

加大。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烟

雾照样每年升起。虽然秸秆禁

烧的成绩也不小，一些省份发

布消息说，当地秸秆综合利用

率已超过 80%，这一数字也是

国家发改委等几部委要求的

“十二五”秸秆综合利用率目标。还有的省份说，今年秸

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 90%以上。不过，从公众的感受来

看，这些数字似乎与现实存在差距，就以环保部最近监测

的数据，几个秸秆焚烧点多的省份，恰恰是宣布秸秆综合

利用率高的地方。

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为什么几十年时间治不了焚

烧之痛？原因当然很多。我们是秸秆大国，秸秆体量大、

分散、密度低，收集、运输、堆放都很难；秸秆综合利用企

业的规模、实力、技术弱小，小马拉不动大车；农机装备与

农艺不配套，达不到留茬标准，财政资金补偿力度不够、

农民投入与收入不匹配、政策法律形不成合力等。然而，

所有这些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观念没

有真正转变。

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候，完成一个突击性任

务，鼓劲猛干一阵就解决了，但当面对禁烧秸秆这样长期

性、综合性、多部门的任务时，没有观念、认识上的改变和

提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记者曾就此多地采访。

对农民来说，焚烧秸秆，全国并不多他这一把火；对地方

干部，如果上级抓得紧，就会花费较大的精力去禁、去堵，

但仅此而已，毕竟地方能调动的资源并不多；对研究人员

和装备、加工企业，研发需要人才资金，如果国家支持力

度合适，可以干，不然可能费力不讨好；对相关部委，大家

各管一头，各管一段，难以形成有效综合配套措施。

但是，如果这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真正认识到秸

秆用之为宝、弃之为害，禁烧秸秆是为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保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我们的未来，事关我们的子孙

后代，正如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所说，养成生态自觉，培育

生态文化、生态道德，是从根本上应对环境挑战的最佳途

径，那么，许多在今天看来很麻烦、很困难、很棘手的事

情，可能都不再是问题了。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用在秸

秆综合治理上恰如其分。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

主要的症结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生态文化、生态

道德、生态文明牢牢地植入观念中，并借此导引我们的行

为，秸秆禁烧问题还会随时间一直缠绕下去吗？而如果

生态自觉晚一天形成，我们每年都将在三夏与秋收之时

为秸秆苦恼。

禁烧秸秆，忙在这几天，但真不是这几天的事。

编者按 每到收获季节，焚烧

秸秆带来的空气污染总会成为关注

焦点。如何才能对宝贵的生物质资

源进行综合利用，避免一烧了之形

成雾霾源头呢？《经济日报》记者寻

访专家学者，走进田间地头，对秸秆

综合利用的政策、产业、技术等多方

面进行调研，探讨如何破解这个老

大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