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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提出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提出建设20个以上秸秆综合利用
重点县、40个以上秸秆综合利
用示范展示基地。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推进能源化利用，助力节能减排。配合有关部门，有序发展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打捆直燃、沼气工程等生物质能
。引导乡村社区、园区以及公共机构，在试点基础上，推广打捆直燃集中式供热、成型燃料＋生物质锅炉供热、成型
燃料＋清洁炉具分散式供暖等模式。

 以下为原文

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

鲁农科教字〔2022〕24号

各市农业农村局：

 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是提升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做好2022
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突出重点、多措并举的工作导向，建设20个以上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40个以上秸秆综
合利用示范展示基地。引导推动秸秆收储运体系不断健全，市场主体逐步壮大，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产业化利用
结构更加优化，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能源化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基料化、原料化利用途径不断拓宽。全省秸秆综合
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因地制宜，优化秸秆利用产业结构。指导推动各地根据秸秆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选择秸秆利
用方式。一是推进肥料化利用，提升耕地质量。注重农机农艺措施相结合，大力推广机械细化粉碎还田、快速腐熟还
田。鼓励山区丘陵地区试验推广秸秆覆盖等还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积极研究茎基腐病、根腐病等土传病害
发生致病致灾规律，切实控制因秸秆还田造成的病虫危害。二是推进饲料化利用，发展畜牧产业。推广应用生物菌剂
、酶制剂、饲草料加工机械，加快秸秆青贮、微贮、黄贮、压块、颗粒、膨化等技术产业化，促进秸秆饲料转化增值
，提升秸秆在种养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壮大秸秆养畜产业
。
三是推进能源化利用，助力节能减排。配合有关部门，有序发展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打捆直燃、沼气工程等生物
质能。引导乡村社区、园区以及公共机构，在试点基础上，推广打捆直燃集中式供热、成型燃料＋生物质锅炉供热、
成型燃料＋清洁炉具分散式供暖等模式。
四是推进原料化利用，培育富民产业。鼓励采用先进工艺，以秸秆、芦苇等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可降
解农膜等产品，延伸秸秆产业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以秸秆为原料的草绳、草帘编织及草编工艺品生产，提高
秸秆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五是推进基料化利用，壮大食用菌产业。在小麦、玉米、棉花等秸秆资源丰富，食用菌
产业基础好的地区，推广双孢菇、草菇、大球盖菇等种植模式。推广秸秆育苗、花木基质、草坪基料等技术，拓展秸
秆基料化利用途径，带动秸秆基料产业发展。六是探索尾菜资源化利用方式，改善农村环境。在蔬菜产区，培育蔬菜
秸秆还田专业化队伍，积极探索推广“机器粉碎＋生物菌＋土壤翻压＋高温闷棚”等蔬菜秸秆原位还田技术模式。鼓
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生姜等特色作物秸秆无害化、高值化利用方式，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二）突出重点，抓好秸秆利用重点县建设。深入推进秸秆利用重点县建设，在20个以上县（市、区）整县制实施
秸秆综合利用，构建有效运行机制模式。一是打造秸秆利用典型模式。统筹考虑秸秆利用潜力、资源禀赋等因素，确
定重点县运行机制模式。在县域范围内，围绕秸秆沃土、秸秆产业化、秸秆能源化利用、秸秆全量利用、秸秆与芦苇
等废弃物协同利用等方向进行创新实践、跟踪评价，打造一批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模式。二是培育秸秆收储市场化主体
。建设县有龙头企业、乡镇有规范化收储组织、村有固定秸秆收储网点的收储运体系，推进秸秆收储运专业化、市场
化、社会化。培育设备适用、技术先进的秸秆加工转化市场主体。三是开展秸秆利用技术集成创新和成果展示。根据
当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深入总结凝练粮食、瓜菜等不同作物秸秆（尾菜）利用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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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开展技术研究攻关和集成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和短板。每个重点县都要总结1－2种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路线。同时，根据《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目录（2021）》（农办科〔2021〕28号），选择适宜当地的
技术成果，开展宣传培训和示范推广。每个重点县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块（企业或主体），建设2个以上秸秆综合利
用展示基地，示范秸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可操作、能落地的秸秆利用模式，统一竖立“全国秸秆综合利用
示范展示基地”标牌。四是开展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对主要种植农作物草谷比、可收集系数进行监测测算，为秸秆
资源台账关键系数调查核算提供基础支撑。在还田比例超过40％以上的重点县，结合主要种植模式，要布设秸秆还田
生态效应监测点位，开展秸秆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

 （三）建用结合，完善秸秆资源台账。严格落实秸秆产生与利用情况调查标准和方法，认真调查、统计、分析秸秆
资源数据，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实际情况，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政策、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提供
支撑。一是及时准确采集数据。以县为单元，严格按照调查技术要求和流程，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数据采集
，在规定时限内通过“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子系统”完成2021年农作物秸秆产生与利用数据报送。二是认真开展数据
核查。采取电话抽查、交叉互检、现场核查等方式，对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数据真实性进行逐级核验。对于核验中发
现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改，确保台账数据科学准确。三是充分发掘利用数据。加强对秸秆产生与利用数据的
挖掘，推动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展示和分析应用，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减排、农
业面源污染防控等政府宏观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好秸秆台账数据的重要作用。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动农业生态循环发展的重要举措，摆上重
要议程，紧紧围绕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协调，创新服务机制，整合利用相关资源，指导推动本地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要按照年度任务安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级并指导所辖各县（市、区）编制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明确工作目标、具体任务、保障措施等，切实抓好组织实施。重点县（市、区）的实施方案，要报经市级农业农村
部门批复后组织实施，并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备案。

 （二）强化指导服务。要围绕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根据需要和可能，指导各地建立农作物秸秆从收到用全链条
利用模式，确定主推技术和技术路线。要加强技术运用和技术推广过程中的指导和服务，并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
示范展示基地等，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示范指导普及应用，不断提高技术规范应用水平。省里将成立秸秆综合
利用专家指导组，为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制定、任务落实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年度任务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对遇到的
技术难题开展调研攻关。各市和重点县也要成立相应组织，并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强化精准指导和技术服务，加
快推动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和普及应用。

 （三）强化宣传引导。善于总结创新经验和有效做法，大力推广典型模式和创新机制，树立发展标杆。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站、微信、微短视频等新媒体，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推广，讲好秸秆综合利用
故事，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环境。分层次、分环节、分对象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和现场观摩
，强化示范引领，推动提升各地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四）强化绩效管理。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在强化日常督导、实地核查等工作基础上，各市要以
重点县建设为主，兼顾面上工作，对县级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在各市自评基础上，省厅于年底前组织对各市整体工作
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以适当形式公布。

 各市组织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请于11月15日前，报送省厅科教处。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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