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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全面完成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日前，哈尔滨市印发《哈尔滨市2020-2021年
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力争在2020-2021年度，完成全市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其中，秸秆还田利用率达到65%以上的工作目标。

 《方案》要求， 坚持“一主两辅、聚焦还田”的原则，突出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主渠道，加快推进秸秆燃料化
利用，提高饲料化利用水平，推动秸秆发电、沼气和“秸秆代煤”以及工业原料化项目建设，主要围绕肥料化、燃料
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个领域，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其中，力争肥料化利用
秸秆量达到875万吨，秸秆燃料化利用量达到215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量达到87.66万吨，秸秆原料化利用量达到11.7
万吨；秸秆基料化利用量达到3.11万吨。

 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通过推进秸秆发电和秸秆沼气项目建设、落实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设项目、推
广户用生物质锅炉、落实锅炉直燃和农民直燃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培育户用生物质炉具使
用示范村，计划更换安装户用生物质炉具7359台。建设秸秆收储运体系。

 以下为原文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哈政办规〔2021〕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2月4日

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省政府确定的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根据《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20〕18号）精神，结合《哈
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尔滨市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通知》（哈政办规〔2018〕32号
，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安排，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一主两辅、聚焦还田”的原则
，突出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主渠道，加快推进秸秆燃料化利用
，努力提高饲料化利用水平，积极推动秸秆发电、沼气和“秸秆代煤”以及工业原料化项目建设。

 2020-2021年度，全市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作物种植面积2959万亩，其中玉米1699万亩、水稻896万亩、大豆364万
亩。秸秆可收集量约为1247万吨，预计利用1185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其中，直接还田利用秸秆约810万吨
，秸秆还田利用率达到65%以上。双城区、五常市、宾县、依兰县和延寿县5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县（市）目标任
务遵照执行。

 二、主要任务

 结合各区县（市）秸秆资源分布实际和秸秆综合利用现状，主要围绕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
个领域，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提升作业装备能力，建设一批示范工程，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一）秸秆肥料化利用。继续推广普及保护性耕作技术，鼓励引导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玉米秸秆全量翻
埋还田、玉米秸秆松耙碎混还田、玉米秸秆联合整地碎混还田、水稻秸秆翻埋还田、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水稻秸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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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搅浆还田和大豆秸秆还田及秸秆造肥等方式，有效提高秸秆肥料化利用率。肥料化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875万吨，
占秸秆可收集量的70.16%。

 1.推进秸秆翻埋碎混还田。强化秸秆还田专业机械配套，主推玉米秸秆翻埋碎混、水稻秸秆旋耕搅浆等还田模式；
水稻秸秆还田模式结合施用高效腐熟剂，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490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39.29%。

 2.推广保护性耕作。因地制宜，在丘陵岗地较多的区县（市），开展玉米免耕覆盖还田模式探索，并逐步扩大范围
。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284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22.77%。

 3.实施秸秆造肥。结合实施黑土地保护、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等活动，鼓励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田间地
头及自有场地自行进行沤肥，或以村屯为单位，选定集中沤肥场进行沤肥。利用秸秆力争达到101万吨、占秸秆可收
集量的8.1%。

 （二）秸秆燃料化利用。加快实施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发电和秸秆沼气等燃料化利用项目，逐步扩大秸秆固化
成型燃料利用范围，带动生物质锅炉推广和燃煤锅炉生物质化改造，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秸秆燃料
化利用量力争达到215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17.24%。

 1.加快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继续巩固提升巴彦国能、五常大唐、尚志中鑫等现有生物质发电项目产能，积极
推进宾县长青、尚志中鑫二期、木兰龙能、巴彦兴隆、阿城辰能、方正辰能、依兰志能祥赢等生物质发电项目建成达
产。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73.84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5.92%。

 2.推进秸秆沼气项目建设。在推进依兰秸秆沼气项目基础上，督促五常、尚志秸秆沼气项目运行达产；跟踪推进呼
兰、宾县等秸秆沼气项目开工建设，并尽快建成投产，扩大秸秆利用量。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17.59万吨、占秸秆可
收集量的1.41%。

 3.落实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设项目。继续巩固提升现有508个固化成型燃料站项目产能，新建固化成型燃料站13个
，其中，0.25万吨小型站7个，1万吨中型站6个，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54.6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4.38%。

 4.推广户用生物质锅炉。按照各区县（市）建设秸秆固化站数量，配套推广相应户用生物质锅炉。通过辐射带动、
示范引导，培育户用生物质炉具使用示范村。全市更换安装户用生物质炉具7359台。

 5.落实锅炉直燃和农民直燃。利用秸秆量力争达到69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5.53%。

 （三）秸秆饲料化利用。在畜牧业基础较好的呼兰、双城、宾县、尚志等区县（市）积极推广秸秆青黄贮等技术模
式，扩大秸秆饲料化利用规模。秸秆饲料化利用量力争达到87.66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7.03%。

 1.继续鼓励秸秆粗饲料利用。秸秆粗饲料利用量力争达到75.96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6.09%。

 2.积极推广秸秆青黄贮饲料利用。秸秆青黄贮利用量力争达到11.7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94%。

 （四）秸秆原料化利用。加快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持续拓展秸秆原料化利用领域。重点开发引进秸秆精深加
工新企业、新技术，集中开展可降解秸秆纸膜、秸秆板材等多元利用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编织加工业
，不断提高秸秆附加值。秸秆原料化利用量力争达到11.7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94%。

 （五）秸秆基料化利用。大力发展水稻育苗基质、草腐菌类食用菌基质等利用，带动秸秆基料化产业发展。秸秆基
料化利用量力争达到3.11万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24%。

 （六）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根据不同区域主要农作物秸秆产量、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特点等，按照合理
半径规划构建经济实用的农作物秸秆收储体系。重点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专业化农作物秸秆收储运销机构，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农作物秸秆收储运销，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干、农户参与、市场化
运作的农作物秸秆收储运销网络，进一步培育壮大秸秆收集产业，确保秸秆原料的收集和储运畅通。

 三、扶持政策

 坚持“还田利用为主、离田利用为辅、各级财政支持、农民等主体共担”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特别是

                                                  页面 2 / 5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2020-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6356.html 
来源：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秸秆还田环节政策支持力度。根据区县（市）秸秆综合利用目标任务，市秸秆综合利用预拨补贴资金不超过总额的50
%。

 （一）秸秆还田作业补贴。

 1.玉米秸秆全量翻埋还田作业补贴。翻埋作业深度30厘米，达到待播状态后，省级每亩补贴40元;在确保作业标准基
础上，市级每亩再增加补贴12元，鼓励区县（市）适情增加补贴。

 2.玉米秸秆松耙碎混还田作业补贴。碎混作业深度30厘米，达到待播状态后，省级每亩补贴40元;在确保作业标准基
础上，市级每亩再增加补贴12元，鼓励区县（市）适情增加补贴。

 3.玉米秸秆联合整地碎混还田作业补贴。达到待播状态后，省级每亩补贴25元，鼓励农户增加投入，确保作业标准
。

 4.玉米保护性耕作项目补贴。按照国家和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有关政策执行。

 5.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补贴。翻埋作业深度达到20厘米±2厘米以上，省级每亩补贴25元;在此基础上，施用高效
腐熟剂达到规定标准、施用量及作业效果要求的，市级每亩再增加补贴20元。

 6.水稻秸秆旋耕还田作业补贴。旋耕作业深度达到15厘米，省级每亩补贴20元;在此基础上，施用高效腐熟剂达到规
定标准、施用量及作业效果要求的，市级每亩再增加补贴20元。

 7.水稻秸秆原位搅浆还田作业补贴。作业深度达到12厘米，可结合实际适量喷施秸秆腐熟剂，省级每亩补贴20元;在
此基础上，施用高效腐熟剂达到规定标准、施用量及作业效果要求的，市级每亩再增加补贴20元。 

 玉米秸秆翻埋和碎混还田、玉米秸秆联合整地碎混还田、玉米保护性耕作项目、水稻秸秆翻埋还田、水稻秸秆旋耕
还田和水稻秸秆原位搅浆作业等7项作业，均须经省农机指挥平台智能终端检测作业合格后，方可享受作业补贴。

 （二）秸秆离田利用补贴。

 1.玉米青贮配套补贴。利用国家粮改饲项目，对所有地上窖贮（含平贮）全株玉米青贮进行补贴，在每吨国家补贴
60元的基础上，省级配套补贴40元。

 2.秸秆离田利用补贴。对纳入全省各级秸秆综合利用管理台账的村集体、各类经营主体和企业，根据其当年实际利
用玉米、水稻秸秆量，省级给予每吨50元补贴（由于生物质电厂已享受上网电价补贴，该项补贴不包括生物质电厂）
。利用补贴申报时要一并说明利用方向、利用主体等信息，申报情况要和本地秸秆资源量、还田情况相衔接，区县（
市）要严格把关。

 （三）保障秸秆还田离田机具购置补贴。

 对购置拖拉机（旱田150马力以上，水田60马力以上）和翻转犁、具有深松功能的联合整地机、圆盘耙、埋茬起浆
机（水田搅浆平地机）、水稻秸秆深埋旋耕机、免耕播种机、安装打捆装置的收获机、秸秆粉碎还田机具等秸秆专用
机具（不含搂草机、打捆机）及农机智能监测终端，并用于处理秸秆的购机主体，在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
省级按照所购机具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二给予累加补贴，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的50%；区县
（市）负责组织所购机具补贴审核发放，依法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以区县（市）为单位全面统计乡村机械保有量
和机械作业能力，以满足需要为标准，科学组织农民等主体采购机械，避免造成机具闲置。

 鉴于2020年受风灾、洪涝等灾害影响，秋收、整地形势严峻，收获期延迟，封冻前还田作业期缩短，急需高效整地
机械，以解决秋整地、秸秆还田和春季播种难题，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在国家、省补贴的基础上，市对6款机具进行定额累加补贴：

 1.水田翻转犁（3-6铧）。按照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一给予累加补贴，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
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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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埋茬起浆机（水田搅浆平地机）。按照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一给予累加补贴，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
械销售价格的50%。

 3.水稻秸秆深埋旋耕机。按照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一给予累加补贴，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
的50%。

 4.秸秆粉碎还田机（双轴）。按照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一给予累加补贴，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
价格的50%。

 5.灭茬缺口圆盘耙。采取分档定额补贴，市级每台累加补贴15万元，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的50%。

 6.智能终端检测仪。对新安装的智能终端检测仪，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市级累加补贴达到检测仪销售价格的50%。

 （四）继续执行“三年行动计划”既定补贴政策。

 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继续执行市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补贴政策，并结合实际予以适当调整
。

 1.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站补贴。按照年产0.25万吨、投资100万元，年产1万吨、投资300万元，年产2万吨、投资59
0万元的建设标准，分别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度70%、50%、3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额度分别不超过70万元、150万元
和177万元。省、市、区县（市）按照1:0.5:0.5比例分担。各区县（市）要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出台的《哈尔滨市农村地
区秸秆固化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三年实施方案》要求，优化布局，严控建站数量，避免重复建设；对秸秆固化成
型燃料站原料收集、存储、自筹资金能力和产品销售渠道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发挥效能，建成达产。

 2.生物质炉具购置补贴。按照每台2100元测算，给予实际购置价格的70%补贴，即每台给予补贴资金上限不超过147
0元，省、市、区县（市）按照4:0.5:0.5比例分担。各区县（市）要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出台的《哈尔滨市农村地区秸秆
固化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三年实施方案》要求，严控安装数量，充分发挥效能；对自愿购置安装户用生物质炉具
，并承诺替代散煤的农户，按照该《方案》确定的标准给予市级补贴。

 3.秸秆工业原料化项目建设补贴。对新建并已经投产运营的秸秆工业原料化项目，按项目设计能力一次性给予每吨
秸秆100元补贴，省、市、区县（市）按照1：0.5：0.5比例分担。

 4.生物质锅炉补贴。为落实“三重一改”工作任务，对区县（市）、乡村两级的政府、学校、卫生院等机关事业单
位和集中供热企业改造或新建生物质锅炉替代燃煤锅炉（不含城中村和城市供热网络能够辐射到的城市近郊区），并
实际燃用秸秆成型燃料或秸秆打捆直燃的燃煤锅炉改造生物质锅炉，每蒸吨给予5万元定额补贴，单个项目锅炉最高
补贴额度不超过50万元，省和区县（市）按4:1的比例分担。

 5.秸秆还田离田机具购置补贴。依据“三年行动计划”安排，在国家、省补贴的基础上，市级对3款机具进行定额
累加补贴：

 （1）穗茎兼收机（具备秸秆切碎不落地收集和秸秆切碎均匀抛洒田间两种功能,且秸秆切碎长度不超过3厘米）。
在国家补贴基础上，市级累加补贴10万元，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的50%。

 （2）免耕播种机。能完成秸秆全量覆盖作业，并在省指挥监测平台显示合格作业量的，单体完成200亩的“重体”
免耕播种机，在国家、省补贴基础上，市级每个单体累加补贴2000元，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的50%。

 （3）安装打捆装置的水稻收获机。按照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一给予累加补贴，单台总补贴额不超过机
械销售价格的50%。

 （五）秸秆离田作业补贴。

 为确保2020-2021年度玉米、水稻秸秆全部出地，剩余暂得不到利用的秸秆进行离田作业环节补贴（已享受玉米和
水稻秸秆离田利用补贴的除外），达到作业标准的，省级每亩补贴10元；鼓励农户增加投入，确保作业后达到待播状
态。出现焚烧秸秆、焚烧残余物情况的地块，不得发放补贴。对承担2018-2019年市招商引资大型秸秆沼气项目秸秆
原料收储任务的区县（市），市级每亩给予离田作业补贴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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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散煤替代补贴。

 积极推广安装秸秆直燃锅炉和秸秆成型燃料锅炉。对农户使用秸秆固化燃料替代散煤的，按照《哈尔滨市农村地区
秸秆固化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三年实施方案》确定的补贴标准执行。

 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市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划推进组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合力推进。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固化压块以及秸秆机械化还田指导工作。市发改委负责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核准转呈
和建设推进工作。市财政局负责根据建设任务的资金需求量，做好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抓好秸秆
禁烧工作，与市工信局、市住建局督促区县（市）政府推进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市科技局负责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市工信局负责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项目推进工作。市资源规划局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重
点项目建设用地依法给予支持，将秸秆综合利用、生物质发电等环保项目纳入各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积极做好项
目用地预审等前期工作。市金融局负责引导全市银行机构积极给予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贷款政策支持。市交
通运输部门负责落实秸秆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市税务局负责落实好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计收入等支持。电力部门负责落实对秸秆捡拾、切割、粉碎、打捆、压块等初
加工企业用电按农业生产电价执行等政策。

 各区县（市）政府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将秸秆利用工作纳入重要日程，结合实际，制定操作性
强的工作方案，全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促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加快发展，全面完成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目标
任务。要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班，选强配齐工作力量，协调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按时上报进展情况。

 （二）强化基础工作。各区县（市）要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实行秸秆资源台账管理制度，科学开展秸秆资源量和综
合利用能力调查，统一测算标准和口径，确保类别清晰、数据准确。秋季测产后，要及时核定调整秸秆实际产量和利
用量。要强化日常台账管理和信息报送制度，定期向市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划推进组办公室报送工作开展情况和
项目建设进度。

 （三）加快推进能力建设。各区县（市）要提升机具作业能力，重点对照65%秸秆还田利用目标，组织增配还田离
田机具，补齐机具短板。要提升秸秆加工利用能力，在巩固和扩大现有生物质发电、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工业原料化
和基料化等加工项目产能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大项目建设。要开展秸秆利用技术培训，组织专家组
对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展以秸秆还田为重点的指导培训，普及推广新技术、新模式。

 （四）严格目标考核。各区县（市）要坚持标准，全程监管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及时开展检查验收，做好各项
补贴审核发放工作。2021年春播结束后，各区县（市）要对2020-2021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对标自查。6月，市
政府有关部门将对区县（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进行绩效考核。根据各区县（市）秸秆综合利用实际需求，在不超过
总额的前提下，市级补贴资金可以适情进行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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