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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城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

阳政办发〔2021〕6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单位：

 《阳城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阳城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工作，根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山西省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按照阳城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就近、政府引导、科技支撑、市场运作、
离田优先、多元利用”的原则，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资金撬动，激发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各环节市场主体活
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稳定运行机制。

 二、工作目标

 通过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发展秸秆离田利用，加快培育秸秆收储运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打
通利益链，延长产业链，显著提高秸秆市场化利用水平，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路线、模式和机制，形成秸秆综合利
用县域典型模式，不断提高全县秸秆综合利用水平，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率力争达到95%以上。

 三、基本原则

 （一）多元利用、离田优先。大力推进离田利用，坚持秸秆“五化”多元利用，推荐“自收自用”“以秆换肥”“
以秆换炭”“专业化收集+企业利用”“租机作业+企业利用”等秸秆离田利用模式。

 （二）政策引导、市场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撬动，激发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活力，打通利益链，形成产业
链，探索建立可持续的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三）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项目实施主要以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省道、国道、绿道两侧，
中国农业公园和南部乡（镇）为重点，因地制宜，示范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重点突出秸秆离田利用和收储运体系
建设，整县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带动提升县域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四）自主申报、择优遴选。按照“主体自愿申报、乡（镇）遴选推荐、县级择优确定”的程序确定项目实施主体
。

 四、项目实施内容及工作重点

 （一）项目实施内容

 1.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体系建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在现有秸秆收储体系的基础上，参照《能源化
利用秸秆收储站建设规范》（NY/T3614-2020）模式标准，依托企业、种植大户、农机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大力培育秸秆收储运市场化经营体系，逐步实现秸秆收储运的专业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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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发展规范化的秸秆收储运或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到“五有”：一是有固定场所，乡（镇）秸秆收储站
要有正规的土地使用审批手续或租赁合同（协议），有堆料场（硬化）、有堆料棚（轻钢结构）；二是有必要设备，
配备收获（打捆）、打包、铡草揉搓、抓草、运输、加工利用等秸秆收储运用机械；三是承担单位有营业执照等相关
证件；四是收储站要有站点标识和运营台账，健全的各类管理、安全、运行及操作制度，有秸秆收集合同或票据、有
成品或半成品买卖台账；五是有水、电、消防、监控、地磅及安全防护围墙等必要设施。确保秸秆计量收集、安全堆
放、适宜加工、转运顺畅，达到防潮防霉、防水防火、安全监管等要求。

 责任单位：项目承担乡（镇）具体负责本乡（镇）收储站建设的组织实施、运行和安全监管；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具
体负责乡（镇）收储站建设的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实施主体：由乡（镇）组织承担收储运体系建设的相关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化企业、合作社等实施。

 保障措施：项目承担乡（镇）要精心部署，提前谋划，严格落实用地、用电、用水、税收优惠及机具补贴等政策，
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2.整村机械化秸秆离田饲料化、燃料化利用。推广秸秆青（黄）贮等秸秆饲料化技术，鼓励畜禽养殖场（户）、饲
料加工企业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料；推广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固化成型燃料加工技术，引导秸秆生物质能源化应用。
以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省道、国道沿线和农田及农林交错区为重点区域实施整村秸秆离田，优先进行饲料化利用或燃
料化利用，不断扩大秸秆饲料化或燃料化利用规模。

 技术路线：（1）机械化收割→秸秆捡拾打捆→离田→收储利用。（2）人工摘穗→机械化秸秆打捆→离田→收储利
用。

 责任单位：项目承担乡（镇）具体负责本辖区范围的秸秆整村离田作业的组织实施；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秸
秆整村离田作业的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实施主体：由乡（镇）组织承担项目的农业行政村实施，协调社会化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专业化企业、农机户等实
施。

 3.整村机械化秸秆堆沤肥利用。以山区乡（镇）为主，推广秸秆堆沤腐熟技术，指导农民进行秸秆堆沤肥处理，实
施整村推进。项目实施乡（镇）要结合护林防火工作，对交通不便、地块较小、土层较薄，不具备粉碎还田、饲料化
利用条件的行政村，组织实行秸秆堆沤肥利用。

 技术路线：（1）工厂化堆沤：秸秆收集离田→工厂化集中粉碎→机械化搅拌（添加辅料）→集中成型堆沤成肥→
回田利用。（2）地头分散堆沤：地头粉碎（收获粉碎）→搅拌（添加辅料）→地头分散堆沤→覆盖薄土层→自然腐
熟成肥→回田利用。

 责任单位：项目承担乡（镇）具体负责本辖区范围的机械化整村秸秆堆沤肥利用的组织实施；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具
体负责秸秆堆沤肥作业的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实施主体：由乡（镇）组织承担项目的农业行政村实施，协调社会化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农机户等实施。

 （二）工作重点

 1.强化技术培训和宣传引导。采取邀请专家技术指导、举办技术培训班、组织现场示范观摩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大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力度，提高秸秆综合利用专业化水平。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信自媒
体、宣传资料、村务公开栏等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宣传教育活动，提高
农民利用秸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责任单位：各乡（镇）、县农机化服务中心

 2.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装备水平。引进一批先进适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设备，实现秸秆“收获、打捆、运
输、储藏、利用”等环节的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建立较为完善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提供硬件支撑。

 责任单位：各实施主体、县农机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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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物联网数字平台建设。为实时监管、精准统计秸秆还田、秸秆打捆作业离田的面积、数量
及质量，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对于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相关工作的设备，按照应装尽装原则，安装“智慧农机”终端。

 责任单位：县农机化服务中心

 4.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目标责任落实。对于未承担重点县项目内容的乡（镇）、村，继续按照“一主二辅”，（即以
机械化秸秆还田和堆沤肥轮换作业为主，以饲料化、能源化利用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开展综合利用工作，确保
全县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资金概算及补助标准

 项目总投资450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按照“谁利用秸秆、谁实施作业、谁享受奖
补”“资金与任务相匹配”的原则对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主体进行奖补。

 1.标准化收储站建设，使用项目资金共计260万元。主要用于堆料场硬化、堆料棚搭建、安全防护围墙修建及消防
、监控、地磅等必要设施设备的配置。

 （1）大型乡（镇）收储站建设，使用项目资金80万元。用地面积不小于14000平米、设计存储量大于5000吨，收集
半径辐射不小于20公里，堆料场硬化不少于3000平米，堆料棚不少于2000平米，自有收储运机械不少于10台，包括秸
秆收获、打捆、打包、铡草揉搓、抓草、运输、加工等收储运用机械。

 （2）中型乡（镇）收储站建设，使用项目资金60万元。用地面积不小于7000平米、设计存储量大于2000吨，收集
半径辐射不小于15公里，堆料场硬化不少于2000平米，堆料棚不少于1500平米，自有收储运机械不少于8台，包括秸
秆收获、打捆、打包、铡草揉搓、抓草、运输、加工等收储运用机械。

 （3）小型乡（镇）收储站建设，使用项目资金30万元。用地面积不小于4000平米、设计存储量大于1000吨，收集
半径辐射不小于10公里，堆料场硬化不少于1000平米，堆料棚不少于1000平米，自有收储运机械不少于6台，包括秸
秆收获、打捆、打包、铡草揉搓、抓草、运输、加工等收储运用机械。

 2.整村机械化秸秆离田饲料化、燃料化利用示范2.5万亩，按照40元/亩的标准补助，共计100万元。

 对于当年整村推进离田饲料化、燃料化利用的村级组织给予补助，补助面积以实际种植农作物面积（乡镇统计面积
）结合项目任务分配为依据。整村农作物（玉米为主）秸秆离田利用必须有组织、有方案、有措施、有台账、有记录
。

 3.整村机械化秸秆堆沤肥利用示范5000亩，按照80元/亩的标准补助，共计40万元。

 对于我县山区乡（镇）无法实现大面积机械化秸秆还田作业，积极开展整村秸秆集中堆沤肥和分散地头堆沤肥的村
集体给予补助，补助面积以实际种植农作物面积（乡镇统计面积为准）结合项目任务分配为依据。整村农作物（玉米
为主）秸秆堆沤肥利用必须有组织、有方案、有措施、有台账、有记录。

 4.新机具新技术引进推广、试验示范及智慧农机终端安装35万元。主要用于新机具的考察引进、购置、试验示范（
机具演示现场会）、新技术的培训及智慧农机终端的安装。

 5.培训观摩及项目调研、督查指导和验收等工作经费15万元。主要用于参观培训、现场示范观摩交流会、宣传、进
度督查、技术指导服务、项目验收等。

 六、资金管理

 本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根据乡（镇）实施任务将资金下达到乡（镇）；项目经农机化服务中
心和乡（镇）验收合格后下达资金至实施主体；不得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七、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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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建设，为期1年，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

 1.成立全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工作领导组，研究制定项目工作方案，报市农业农村局，批复后印发《阳城县2021年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召开全县动员会议，明确各乡（镇）的目标任务，统一安排部署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

 2.各乡（镇）召开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做好前期宣传发动和组织筹备工作，与有关部门搞好协调，将
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具体地块；同时做好夏季小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以机械化还田为主，以打捆离田利用为辅开
展综合利用。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8月至2022年3月）

 1.全面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责任制，有序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以玉米秸秆为主，以整村离田饲
料化、燃料化利用和整村堆沤肥示范引导开展离田利用（2021年8月初至2022年3月底）；标准化收储站建设（2021年8
月初至2022年12月底）。各乡（镇）每周向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2.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宣传力度，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进展情况，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促进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有效落实。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2年4月）

 1.各乡（镇）全面验收总结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至县农机化服务中心。

 2.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对项目实施情况及时检查验收，认真分析总结，充分提炼经验做法和成效，报市农业农村局验
收。

 八、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为确保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工作圆满完成，成立以县政府分管副县
长为组长，县农业农村、农机、财政、生态环境、林业、畜牧、各乡（镇）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项目工作领导组，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统筹推动项目建设。农机化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统筹组织实施、主体确定、技
术指导、督促验收。生态环境、林业部门配合乡（镇）负责秸秆禁烧巡查工作。畜牧部门负责秸秆饲料化的技术指导
。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发放、监督检查并配合进行绩效管理。各乡（镇）负责辖区项目实施主体的审核推荐和项
目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并配合农机化服务中心进行项目的检查验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

 （二）搞好宣传发动，加强技术培训。由农业系统抽调专人组成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总结适合我县的秸秆收
储运体系建设和离田利用技术规程，凝练相关技术内涵、特点、操作要点、适用区域等，形成区域秸秆综合利用主要
技术路线，根据我县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作业计划，狠抓关键环节，及时解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结
合项目实施环节，按照“分区域、分作物、分层级”的思路，及时组织开展技术政策培训、示范观摩、现场交流活动
，提升基层专业化水平。要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政策技术培训和示范观摩活动，及时挖掘秸秆综合利用的好做法、
好经验、好典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宣传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的政策、技术，使秸秆禁烧家喻户晓，秸秆利用政策人尽皆知，形
成有利于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环境。

 （三）严格制度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严格按照《阳城县秸秆综合利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规范资金审核拨付流
程和监管办法，加强项目资金监管。要督促项目承担单位规范财务管理，资金使用要符合支出范围，会计核算材料要
规范、齐全、有效。项目资金要确保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擅自调剂或挪用。对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补助资金的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强化绩效管理，做好日常监管。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对各乡（镇）2021年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组织管理情况、任务完成情况、秸秆禁烧情况和信息报送情况等进行考核。各乡（镇）要强化秸秆综合利用
与禁烧工作日常监管，组织巡回检查，督促各实施主体规范作业保质量，适时调度保进度，健全收储台账，规范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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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督促村级组织做好秸秆综合利用的矛盾协调、工作配合。

 附件：1.阳城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工作领导组

 � 2.阳城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

 附件1：

阳城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工作领导组

 组 长：原红海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赵伟亮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潘学义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延国强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郭雷庆 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副局长

 �张玉龙 县林业局副局长

 �范旭东 县财政局副局长

 � 郭时雨 县畜牧中心副主任

 �各乡（镇）分管乡（镇）长

 下设领导组办公室，县农机中心党组成员刘卫宏任办公室主任，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具
体相关工作。

 附件2：

阳城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

 组 长：刘卫宏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农业经济师

 成 员：吉建兵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刘晓兵 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马晋阳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郭 翔 县环保局助理工程师

 �原 浩 县畜牧中心兽医师

 �李向明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农业经济师

 �孟丽昭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助理经济师

 � 孙素军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技师

 � 王娜娜 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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