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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草成金”，为秸秆找出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当前，全国秋粮收获

正如火如荼。农谚说“斤

粮斤草”，生产1斤粮食的

同时要产出 1 斤多秸秆。

这么多的秸秆如何处理、

怎么利用成了一道难题。

此前多年，人们在秋收之

后，因为秸秆无处存放，往

往选择一烧了之，这样的

露天焚烧处理方式污染环

境，隐患颇多。所以，解决

秸秆焚烧，不仅要治标，更

要治本。

“ 一 根 甘 蔗 两 头 甜 ”
——泉林集团变废为宝实现秸秆综合利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永斌 郭希燕

把免费餐具选择权还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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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拒收“蟹券”折射消费变理性
张立美

中秋、国庆双节间隔仅有几日，各地餐饮企业迎来消费高峰，
该不该收餐具费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一些消费者认为，饭店酒楼不
会收取餐具费，对方也未作出相应提醒，结账时却多出了几元钱或
几十元钱的餐具费。这样的心理落差，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

其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早有明确规定，餐饮企业必须提供免费、收费餐具供顾客
选择，使用前要明确提醒、告知，否则顾客有权拒付。但时至今
日，仍有不少餐饮企业为节约成本违规操作，让消费者在餐具上

“吃暗亏”。
面对消费者的质疑，餐饮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比如这些消毒餐

具都不是他们自己清洗、消毒的，是由专门的餐具消毒企业提供，自
然是要收费的。目前，饭店、酒楼里常见的、用塑料保鲜膜包裹的消
毒餐具，从餐具清洗消毒企业的进价通常是0.5元一套，如果向就餐
的消费者每套收取2元，那么每使用1套消毒餐具就能净赚1.5元。

换言之，饭店酒楼向消费者提供收费餐具，不仅省去了清洗消
毒的成本，还可以赚上一笔。然而，从法律层面看，饭店酒楼向消
费者提供免费餐具，也属于应尽的义务。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相关规定，餐饮经营者把本该免费提供的餐具改为收费服
务，实质上是变相降低与消费者约定的服务标准，转嫁了义务，如
果不提供免费餐具，那就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侵害了消费者的
选择权。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商家提供免费餐具和收费餐具
两种选择，把选择是否使用免费餐具的权利交给消费者。

如果绝大多数餐饮企业只提供收费餐具，不提供免费餐具，那
么消费者就应该提出质疑，积极说“不”，倒逼餐饮企业改进服
务；此外，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规定，加大市场监督力度，促使餐
饮企业把免费餐具的选择权还给消费者。

（作者地址：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57号）

笔者近日发现，今年秋季，无论是从网上还是经销商手中购买
蟹券，实际购入价往往比纸面价格低很多，打六折甚至一二折的都
不鲜见。前些年一度火爆的蟹券回收生意，如今鲜有黄牛问津，即
使黄牛收购了也很难卖出去。

前些年，大闸蟹“蟹券”相当火爆，价格虚高严重，存在巨大水
分。而且，一些大品牌的大闸蟹在开湖之前就早早地被抢购一空。
与前些年“月饼券”火热的情况类似，“吃者不买，买者不吃”，购买“蟹
券”“月饼券”基本上是用来送礼的，背后往往暗藏腐败。

如今，大闸蟹的“蟹券”遇冷、打折对外销售，甚至连黄牛都
开始拒收“蟹券”，这是各地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
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廉洁的节日风气正在形成。

事实上，违法违规送礼现象大幅减少，公款不再为价格虚高的
“蟹券”买单，意味着大闸蟹市场由公款送礼回归到大众消费、理性消
费，这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前些年，一些人用“蟹券”来送
礼，使“蟹券”价格虚高，导致想吃大闸蟹的普通市民根本买不起。现
在购买大闸蟹“蟹券”的消费者群体以普通市民为主，以自己吃蟹为目
的，消费者在购买“蟹券”时更加理性，追求合适的性价比。而且，大多
数消费者不再只认品牌大闸蟹，其他产地的大闸蟹同样受欢迎。倒逼
商家挤掉“蟹券”价格中的泡沫，不再“天价”销售，回归合理价位。

值得一提的是，往年人们买“蟹券”容易，但提取大闸蟹却不
容易，不是有券没货，就是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甚至出现“洗澡
蟹”，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闸蟹步入大众消费时代，激烈
市场竞争将倒逼商家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大众消费需求，有利于大
闸蟹行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城新贵小区）

“厕所革命”并非贪大求洋
潘铎印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问题解决好了，百姓的生活品质也会
随之提升。2015年以来，一场“厕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
开。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
升，“厕所革命”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普遍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厕所革命的开展，一些地方的公厕建设偏
离了“厕所革命”的“本位”：一味贪大，一味求奢。很多地方玩
起了噱头，投巨资修建豪华厕所，个别地区还出现了超豪华厕所，
设计建造动辄耗费数百万元。

“厕所革命”理应引起社会重视，但“厕所革命”贪大求洋却要不
得。厕所即如厕场所，其附属设施应该聚焦于为如厕者提供方便。
装修得再豪华，如果没有让如厕者感受到更多的方便，就偏离了设置
厕所的初衷。厕所革命要减少浪费，杜绝攀比，把钱用在刀刃上。

坚决遏制豪华厕所的建设冲动，谨防厕所革命演绎成“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各地要秉持“坚持卫生
实用，反对奢华浪费”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
重在确保干净卫生、方便实用，不贪大求洋，不脱离实际追求豪
华。在厕所设计中，要坚持因地制宜，重在合理实用；在厕所建设
中，要坚持就地取材，重在便利耐用。此外，还应强化群众的积极
参与，事前问需于民、事中问计于民、事后问效于民，真正让“厕
所革命”施惠于民，让百姓感到方便、舒适、满意。同时，应把厕
所革命与旅游扶贫战略结合起来，按照中央提出的“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集中发力”总体要求，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经营户
厕所改造，扎实推进乡村厕所革命，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总之，开展厕所革命，补齐厕所建设短板，应从民众的实际需
求出发，尽量做到与周围环境和谐，力求数量与质量并重、实用与
美观统一，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奢华之风。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审计局）

在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有一家
“专吃”秸秆的造纸企业——泉林集
团。负责秸秆收储的泉林集团惠宇现
代农业公司总经理宋占勇告诉记者，
泉林集团采用“企业+乡镇收储中心+
村级收集点”收储运营机制，研发出秸
秆打捆机等装备，解决了秸秆快速收
集及远距离运输成本高等问题，运输
半径可扩大到500公里，一名种植户可
从每吨秸秆中获利70元至120元。

让农作物秸秆身价提高百倍的，
是泉林集团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它
把秸秆变“甘蔗”，从其首尾两端都
嚼出了甜滋味。在泉林集团轰鸣的制

浆车间，农作物秸秆经过新式备料、
立式连续置换蒸煮等环节后“兵分两
路”，一路提取出秸秆纤维素用于生
产本色浆，加工成不漂白、不增白的
本色纸和餐具；另一路则提取黄腐酸
做有机肥料，真正实现了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将秸秆资源
吃干榨尽。

“泉林秸秆本色浆的纤维强度等
关键指标优于阔叶木浆，同时在制浆
过程中取消传统漂白环节，生产过程
不产生剧毒污染物 AOX 和二 英污
染，安全卫生指标达到了食品级标
准，改变了过去草浆仅可用于箱板

纸、瓦楞纸等低档产品的‘草民’身
份，转向生产中高档文化纸、生活用
纸等高档产品。”泉林集团生活用纸
销售部部长房翔宇介绍说，泉林生产
的本色生活用纸、文化纸、食品包装
盒 （纸） 等秸秆本色系列纸品，达到
了美国 FDA、欧盟 AP 和日本厚生省
等食品级标准，通过了国家“生态原
产地产品保护”“中国环境标志产
品”等绿色认证。同时，泉林集团还
攻克了秸秆制浆造纸环保瓶颈，实现
吨浆耗水30立方米以下，较国家标准
限值低 50%；外排水较国家标准限值
低 60%，COD、BOD、AOX 等核心

指标遥遥领先于国家标准，并优于国
外发达国家木浆环保标准。

“从秸秆中提取黄腐酸，让原本
稀缺、价高的‘贵族’肥料，变为投
入与化肥相当的‘平民肥’，而且果
实口感好，每斤能多卖 0.1元。”辽宁
省凌源市的黄瓜种植户李龙说。经中
国农科院等19家省级以上科研机构长
期定位试验，应用了泉林黄腐酸，能
够在化肥、农药减量 20%以上的前提
下，粮食作物可实现平均增产 10%以
上，经济作物平均增产 15%以上，同
时作物品质大幅提升，耕地地力提升
0.5个至1个地力等级。

破解收储运输难题

在华北、黄淮的主要农区，随着农
机化水平的提高，粮食收获时，利用灭
茬机直接粉碎还田的比例在快速提
高，秸秆打捆机也在很多地方应用。

“大家早就有秸秆还田的需求，但农机
跟不上。如今，依靠村里机收队的灭
茬机和秸秆打捆机，在收粮的同时，把
秸秆还田或打捆，省了很多时间。”在
河北省永清县东麻村，村民告诉记者，
一亩玉米只要支付 80元，不仅能把玉
米棒子收到家里，还能同时把秸秆粉
碎还田。

记者发现，在东北地区，秸秆综合
利用率依然偏低，实现秸秆综合利用
目标任重道远。不少东北农民感慨，

“不烧，种不了田；运走，费不少钱”。
吉林省农科院研究员吴兴宏认为，目
前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
段，经纪人、合作社等服务组织发展滞
后，导致离田难度大。与其他粮食主
产省相比，东北地广人稀，增加了离田
秸秆的运输半径和费用，存在“有秆不
收、有收无储、有储难运”现象。

东北四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四
分之一左右，同时户均秸秆量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以玉米为例，
东北四省区年可收集的秸秆量超过

1.1 亿 吨 ，占 全 国 玉 米 秸 秆 资 源 的
45% ，但 玉 米 秸 秆 总 利 用 率 只 有
50%。“不夸张地说，东北地区秸秆问
题解决了，全国的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也就上了个大台阶。”农业农村部副部
长张桃林介绍，国家自去年起实施东
北秸秆治理行动，中央财政安排资金6
亿元，在东北 60个主产县开展整县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目标是到 2020
年，新增秸秆利用能力2700多万吨。

从全国来看，1斤干秸秆收购价一
般仅为0.1元至0.2元。普通农户种植
规模小，来自秸秆的总收入仅为两三
百元，却要支付人工和运费，加之茬口
紧张，部分农民收集、出售秸秆的积极
性不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毕于运认
为，要扶持大气污染重点地区和粮食
主产区的秸秆收集储运体系建设，降
低收储运输成本，建立以秸秆利用企
业和收储组织为核心、经纪人参与、市
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体系。

从农用到多元利用

秸秆的收储运仅是第一步，关键
要在利用方式上作文章。我国秸秆综
合利用总体上有“肥料化、饲料化、燃
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五大类。专家
认为，要处理好农用和多元利用的关
系，既要通过秸秆直接还田或饲料化

利用等方式，走好农用的路子，也要因
地制宜，合理引导秸秆能源化、原料化
等利用方式，推动秸秆向多元利用的
方向发展。

江西定南是产粮大县，面对巨大
的秸秆量，当地延长秸秆产业链，在基
料化、饲料化利用基础上，把能源化利
用作为重点，积极实施生物质发电工
程。从去年底起，定南山立生物质发
电有限公司投资 7 亿元，分两期投资
建设占地300亩的发电厂，以秸秆、谷
壳等生物质原料发电。预计全部投产
后，年处理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能力将
达50万吨。

“不同的秸秆利用方式在秸秆的
吸纳量和产生的附加值等方面存在很
大差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
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平说，
将秸秆用作饲料和基料的农业化利用
方式，技术含量低，吸纳量少，附加
值小；将秸秆用于清洁化、规模化的
发电、沼气等能源化，则技术含量
高，辐射范围宽，能大幅度提高秸秆
利用率。

做强做大秸秆产业

按照规划，到 2020年全国主要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要达到 85%，比
2015年增加近5个百分点。中国农科

院研究员朱立志认为，秸秆从本质上
来讲是农业产出物，要把秸秆当作农
产品一样看待，注重高盈利产业拉动，
让产业链的各环节都能充分地分享盈
利，将秸秆产业做强做大，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秸秆焚烧现象。

去年初，东北四省区农科院及农
垦科学院组建了“东北区域玉米秸秆
综合利用协同创新联盟”，针对玉米
秸秆深翻还田、寒区秸秆快腐等关键
技术展开联合攻关，推动秸秆相关产
业发展。随着协同创新探索，不少综
合利用的技术相继成熟，业内认为，
关键在将其产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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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现行秸秆综合利用
政策分散在秸秆禁烧、大气污染治理、
农机购置补贴、税收信贷、生物质发电
等方面，多是针对某一环节设立的，缺
乏对全产业链的系统性支持，亟需在
秸秆还田补贴、收储运、加工利用等环
节形成系统配套的政策体系。

专家表示，破解秸秆难题表面在
农业，但出路却广泛分布在一二三产
业中。所以，秸秆综合利用要打通一
二三产业，这需要更适应发展需求的
产业政策支持。专家建议把秸秆利用
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定位，在产业
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

我的家乡以种植水稻为主。过

去，收割水稻都是靠人力，秸秆收割

大多保持生长时的原样长度，这样

的秸秆大有用处。盖房当作“瓦”，

铺床当作“褥”，做饭当作“柴”，喂牛

当作“料”，养猪当作“床”。如今，人

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住的是瓦房楼

房，烧的是燃气，垫的是被褥，也少

有人养牲口，对普通农户来说，现在

的秸秆不仅不再是他们的“宝”，而

且处理起来费时费力费成本，往往

对其一烧了之。

秸秆的“出路”在哪里？笔者认

为，在于“用”，需要政府、企业、农户

齐心协力，使其变废为宝。一是政

府对于处置秸秆的相关企业要给予

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倾斜和补助，比

如鼓励研发、使用可以一次性打包、

捆扎秸秆的收割机生产企业；激励企

业投入秸秆回收、再利用等。二是企

业要有发展眼光，我国是农业大国，广

大农村的秸秆不仅量大，而且源源不

断，发展前景可观，要充分引进这方面

的人才并加大对秸秆利用方面的投

入。三是要引导农户认识到燃烧秸秆

的危害性，引导其配

合好秸秆的回收与处

理工作等。

（作者单位：安徽
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

如何把秸秆当“杠杆”，以“柴”变

“财”？笔者认为，这需要充分利用现有

的政策优势，将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秸

秆综合利用方面。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于秸

秆生物质成型燃料、秸秆炭、乙醇和纤

维加工企业，年产量达到一定数量的，

或要兴建的，给予一定数额的财政奖

补。鼓励农村集体通过秸秆换燃料的

方式与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合作。给予

领取“绿色通行证”

的秸秆运输车辆更

多的便利。

二是加快建立

政策引导、市场运作

的产业发展机制。对秸秆发电、秸秆气

化、秸秆燃料乙醇制备技术以及秸秆收

集贮运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给予适

当补助。建议将秸秆还田、青贮等相关

机具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对秸秆

综合利用企业和农机服务组织购置秸

秆处理机械给予信贷支持。

三是加大税收优惠扶持力度。把

秸秆综合利用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和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与扶持的目录范

围，支持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加工业并

给予税收优惠。对于从农民或专业合

作社购进的秸秆农作物，可考虑视为农

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免征增值税。

（作者单位：江西省遂川县税务局）

秸秆的出路在“用”
张志勇

变“柴”为“财”靠政策
肖初生

黑龙江农垦秋收现场，这些打包的秸秆将用于发电、造纸和供热。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