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建立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 75%以上，大规模养殖场提前一
年达到 100%。目前，各地正探索粪污“重
生”的路径。

畜牧业的另一“产出”：

最大的农业污染源

“每生产 1 公斤肉类，就会产生 44 公
斤畜禽粪污”，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金祥
的话令人震惊。硬币都有两面，畜牧业生
产也一样，其另一半“产出”，就是粪污。
2016 年，全国 1 亿多个畜禽养殖场户生产
了 8540 万吨肉类、3095 万吨禽蛋，产量均
居世界第一位；生产牛奶 3602 万吨，居世
界第三位。“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保证了不
断增长的畜产品需求，同时也产生了大量
的养殖废弃物。”李金祥表示，目前我国畜
禽养殖每年产生粪污 38 亿吨，而综合利用
率不足 60%。

大规模的畜禽粪污，如处理不好，必
然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全国第一次污
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排放的
化学需氧量达到 1268.26 万吨，占农业源
排放总量的 96%；总氮和总磷排放量为
102.48 万吨和 16.04 万吨，分别占农业源

排放总量的 38%和 56%；全国有 24 个省份
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占到本省农业源排放总量的
90%以上。可以说，畜禽粪污已成为农业
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以洞庭湖区为例，作为南方重要的动
物产品生产基地，该区域水环境敏感，畜
禽粪污处理压力大，一些地方养殖污水不
仅排入地表水，还下渗到浅层地下水，导
致湖区部分地区地下水氨氮超标。个别
大型养殖场因粪污处理不当，污水和臭气
影响了周边群众生产生活。湖南岳阳县
畜牧水产局局长柳卫平说，全县年出栏
300 头以下的生猪养殖场户有 3564 个，此
前个别养殖场存在直排现象，有 3 万亩精
养鱼池出现轻度养殖污染，有 2.1 万亩湖
泊、水库水质富营养化。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渠道不
畅，不但形成环境压力，也影响畜牧业生
产发展。有关部门调研发现，由于养殖业
没税收，富民不富县，加之畜禽养殖粪污
处理难，一些地方对发展畜牧业生产和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认识不足，重“堵”轻

“疏”，不合理设定养殖限量，简单关停养
殖场，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不鼓励、不
支持，许多沼气工程闲置，不仅不利于畜
禽养殖粪污问题的解决，也对当地畜产品
稳定供应造成了一定影响。

“两条腿”走路：

让粪污能源化资源化

在现代牧业位于山东省商河县的奶
牛养殖场，人们能从多方面感受到粪污的
利用：牛舍内的粪污通过自动刮粪板进入
冲洗主粪道，每立方米粪污产生沼气 15 立
方米，沼气可供牧场生活区和挤奶厅取暖
设备运转，解决牧场一半的用电量；发酵
后的沼渣经厌氧发酵无害化处理后，被运
送到空地晾晒，质地蓬松、手感细软，成为
牛舍的垫料。

商河牧场场长李松年告诉记者，牧场
占地 2580 亩，存栏 2 万头奶牛，已累计投
入 7000 万元的畜禽粪污处理系统，这占
牧 场 整 体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支 出 的 三 分 之
一。由于建有配套的青贮玉米种植区，牧
场的粪便几乎没有对外输出的余地，除了
以 上 途 径 外 ，绝 大 多 数 都 作 为 有 机 肥
还田。

除了肥料化利用，能源化利用是另一
个有效途径。上海市崇明区在每个行政
村选择空旷的地方建设较大规模的沼气
工程点，每日回收该村所有养猪户的粪污
进行集中处理，再将产出的沼气集中供应
村内住户，实现原料集中收集、粪污集中
处理、产品集中供应“三集中”。当地测
算，建 1 个片区沼气工程可处理 3000 头存
栏生猪的粪污，供气户数达到 450户。

“片区沼气工程模式由于采用区域收
集，可整建制解决农村畜禽养殖面源污染
问题。”崇明区农委主任宋学梅说，崇明区
10 个乡镇 17 个片区沼气工程年产气量为
231.8 万立方米，沼气利用率为 70%，可为
4030 户居民、8 个集体食堂稳定提供燃
气。该模式产出的沼气以满足农村居民
生活需要为主、生产需要为辅，政府投资
资金发挥了倍增效应。

围绕畜禽粪污的处理和利用，各地形
成了三种模式：一是能源化利用。对粪污
进行厌氧发酵处理，生产沼气、生物天然
气或发电上网，为农村提供清洁可再生能
源。二是肥料化利用。主要包括堆沤熟
化制作的农家肥、液态发酵的粪肥、工厂
化生产的商品有机肥，最后用到种植业。
三是工业化处理。通过生物或工程措施
对畜禽养殖污水进行深度处理，实现达标
排放或循环利用。

“总的来看，工业化处理由于基本建
设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大多数企业很难
承受，国内仅极少企业采用，不适宜大范
围推广。基于我国畜禽养殖小规模、大群
体与工厂化养殖并存的特点，坚持能源化
利用和肥料化利用相结合，以肥料化利用
为基础，以能源化利用为补充，同步推进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解决畜禽

养殖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部畜牧
业司司长马有祥说。

两大难题仍待解：

推广难、还田难

尽管各地都有一些探索，但业界大多
认为，在支撑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等农
业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利用的运行机
制、补贴政策、科技支撑等方面仍有诸多
问题尚待解决。

记者通过对很多养殖户的采访了解
到，种养结合不紧密，导致畜禽粪肥还田
难。一种是种养主体分离，无处“还”。过
去 ，农 民 既 种 地 又 养 猪 ，种 养 结 合 很 紧
密。随着规模养殖加快发展，传统散养户
逐步退出，养殖与种植分离成两个主体，
养猪的不种地，种地的不养猪，客观上隔
绝了粪便还田的通道。另一种是有机肥
施用劳神费力，不愿“还”。与化肥相比，
有机肥施用成本高、见效慢，短期内会影
响作物产量，有机肥特别是液态有机肥既
脏又臭，农民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高。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发展道路不
能一蹴而就，尤其在市场培育初期，如果
处理不好政策扶持与市场化导向的关系，
将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农业部农
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书秦说，《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畜禽养
殖场沼气发电上网享受可再生能源上网
补贴，但实际沼气发电却难以上网。有机
肥加工厂用电执行的是工业电价，而不是
农业电价，加大了生产成本。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以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农业补贴政策，生物天然气、有机肥
等产品生产和使用缺乏扶持措施。

2016 年，农业部启动了畜牧业绿色发
展示范县创建活动，“十三五”时期将在全
国遴选创建 200 个示范县。经过努力，共
有来自 21 个省份的 55 个县通过验收和公
示，成为第一批绿色发展示范县。这些县
基本上都形成了与当地种植结构、养殖结
构相适应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处理、
利用模式。不过，如何形成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机制仍需要继续探索。

专家建议，要立足源头治理，加大标准
化规模养殖发展支持力度，采用经济实用
的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模式，打牢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基础。一是落实畜禽粪污
处理用地政策，坚持规划先行，根据环境承
载能力，实行“以地定畜”，解决好畜禽粪污
消纳和规模养殖用地问题。落实规模化沼
气、生物天然气工程、有机肥厂用地优惠政
策。二是健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
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融资支持基金的作用，加大支持力度，引导
社会资本建设粪污集中处理中心，解决分
散养殖粪污处理难问题。

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空间巨大，也是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关键——

变 污 为 宝 ，路 在 何 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李 亮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畜禽粪也是如此。一边是畜禽养

殖中的粪污排放污染环境，一边是

耕地有机质不断流失、农村缺乏清

洁能源。这一多一少之间，正是畜

禽养殖废弃物利用的空间，也是畜

牧业绿色发展的一把“钥匙”

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
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东裕茶
园，漫山遍野的茶树如同
一片绿色海洋。在茶园的
制茶体验区，游客们在制
茶师傅的指导下，争先恐
后体验自制茶叶的乐趣。

陕西茶叶看陕南，陕
南茶叶看汉中，汉中茶叶
看西乡。荣膺“中国名茶
之乡”和“全国采茶芬芳
地——最佳采茶旅游目的
地”称号的西乡县，近年
来积极探索“茶产业+旅
游”融合发展之路，引导
建设高标准茶园和休闲娱
乐设施，推进杨河万亩生
态观光示范茶园、东裕汉
茶养生谷、峡口及罗镇原
生态观光茶园“四大茗
园”建设，打造融采茶、
制茶、品茶、购茶、餐
饮、休闲为一体的茶园生
态旅游精品景区，为群众
增收致富开辟了新天地。

西乡县城南街道办水
东村二组村民王吉财瞅准
茶旅融合商机，自筹资金
办起集餐饮、娱乐等为一
体的农家乐，当年就收入
4 万多元。在骆家坝古镇，村民秦谋成兴奋地
说，景区每天要接待数千位游客吃农家菜、品家
乡茶，让全镇农民走上了致富路。仅去年，他家
的农家乐就净赚 10万元以上。

陕西是我国最早种茶和生产贡茶的地方，距
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独特的地缘和生态优
势，造就了陕茶香高、味浓、耐冲泡、无污染的
卓越品质，但也有广种薄收，单产水平、资源利
用价值有待提升的短板。

“以前陕茶只采春茶，利用率不到 40%，茶
叶大量被浪费，现在我们通过延伸茶叶加工、旅
游等二、三产业，提升茶叶价值的同时也带动了
百姓增收。”谈及如何补短板，陕西汉南茶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礼有告诉记者，公司充分利
用著名道教圣地——午子山风景名胜区的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观光茶园，增设茶艺表
演、游客自采自炒、农家乐、各种休闲娱乐等配
套服务设施。

今年新茶开采首日，东裕茶园就迎来 3000
多游客，去年全年接待游客达 6 万人。东裕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为国表示，公司计划
下一步在茶园里建设汉江民宿酒店，在茶旅融合
方面做更多探索。

以 茶 为 媒 ， 建 设 茶 歌 、 茶 舞 、 茶 艺 、 采
茶、制茶、品茶、购茶、茶食为一体的产业强
镇和旅游名镇是陕西推进茶旅融合发展的又一
探索。

“自古岭北不产茶，唯有泾阳出砖茶”。从汉
代起，陕西关中地区的泾阳就是川茶、湖茶销往
西北牧区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集散地和中转站。
2013 年，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委会联合泾阳县
政府以及两家民营企业打造的集茯茶文化、关中
民俗文化、关中生活文化为一体的茯茶小镇，运
营以来已接待游客超过 2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20 亿元。目前建设占地 600 多亩，以
茯砖茶生产、研发、检测和商业销售于一体的茯
茶产业园项目，先后引进墨君茯茶、泾河茯茶，
泾渭茯茶等 7 家明星企业，并打造出了以泾新茯
茶、泾河茯茶为代表的泾河新城自有茯茶品牌。
建成后预计可带动泾阳、咸阳等区域茯茶产量约
10 万吨，年产值将超过 120 亿元，初步形成以
茯茶为核心的产业链条，使茯茶镇成为全国茯茶
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成为全国展示茯茶文化
的一面窗口。

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基于三产融合的
茶产业快速发展，也让陕南依托独一无二的生
态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将生态资源持续不断
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特色之路。在陕南三市 28
个县区中，有 22 个县区产茶，其中西乡、紫
阳、平利、商南等县茶产业总产值已占到当地
经济总量的 20%以上。茶产业已成为山区农民
增收致富的“法宝”，成为陕南可持续发展的
优势产业。

陕西探索高标准茶园和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
—

茶旅融合味更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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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黑龙江垦区建设农场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目前，园区内实验种

植了 10 余种经济作物，共 11500 亩，为明年农场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科学参考。图为农场

园区农业技术人员在查看“绥杂 8 号”高粱长势情

况。 许颖献摄

高粱也有专家“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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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生物天然气、有机肥等产品生产和使

用缺乏扶持措施

②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行动——力争到2020
年基本解决大规模养殖
场粪污资源化利用问
题。中央财政将安排专
门资金，采取以奖代补
方式，聚焦畜牧大县和
规模养殖场，整县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统筹现有各种项目，重
点支持畜禽粪污处理和
利用设施建设。

果菜茶有机肥替代
化 肥 行 动 —— 力争到
2020年果菜茶优势产区
化肥用量减少 20％以
上，核心产区和知名品
牌生产基地（园区）化肥
用量减少50％以上。打
造一批绿色产品基地、
特色产品基地和知名品
牌基地。

东北地区秸秆处理
行动——力争到2020年，东北地区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新增秸秆利
用能力2700多万吨。今年拟安排中央财
政资金6亿元，在东北地区60个玉米主
产县开展整县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农膜回收行动——力争到2020年
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80％以上，农田

“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将在甘
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建设100个治理
示范县，以棉花、玉米、马铃薯为重点作
物，连片实施，整县推进。

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
——力争到2020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
资源衰退、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
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水
生生物资源得到恢复性增长，实现海洋
捕捞总产量与渔业资源总承载能力相协
调。 （张蔚蓝整理）

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

美国非常注重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
环农业来解决禽畜养殖污染问题。在美
国，大部分大型农场都是农牧结合型，从
种植安排到生产、销售等各方面都十分重
视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紧密联系。通常来
说，农场主根据养殖规模产生的粪便量来
安排种植规模，种植产生的作物秸秆等又
被用于养殖饲草或饲料，养殖场的禽畜粪
便干燥固化后成为有机肥归还农田。这样

一来，养殖业与种植业在饲草、饲料、肥
料 3 个体系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相互
循环，既防止污染环境又有助于提高土壤
肥力。

韩国采用了一种养殖场和废物处理场
一体化的禽畜粪便处理模式。首先，在养
殖场内对不同粪便进行分类，对能直接利
用的粪便以发酵成有机肥料的形式进行回
收；对不能直接利用的粪便，高温杀菌后收

集在专用粪池里，由废物处理场统一运
走。废物处理场对其进行层层分解后提炼
出所需物质，如：对其中含有大量纤维沉淀
物的部分，就回收进入造纸厂加工成纸张。

在澳大利亚，也有个很受欢迎的创意
——用袋熊粪便造纸。袋熊是种食草动
物，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这种用
袋熊粪便制作的纸张作为澳大利亚代表性
纪念品，深受游客喜爱。 文/张蔚蓝

让 草 、料 、肥 循 环 起 来

现代牧业公司牧场已累计投入 7000 万元建设畜禽粪污处理系统，所产的粪污除了用作沼气发电外，多数用作有机肥还田。图为该

公司山东商河奶牛养殖场的牛舍。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湖南省岳阳

县胜奇养殖场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

系统的生态验证

池。畜禽粪污经

过固液分离后，

通过好氧池、碳

过滤、水草过滤，

最终能够达到可

养 鱼 的 水 质 标

准。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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