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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舒兰市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加快推进全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按照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能
源局、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吉林省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指导意见》（吉农科发〔2022〕11号）要求，现
将《舒兰市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舒兰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舒兰市农业农村局代章）

2022年10月25日

舒兰市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农业绿色发展决策部署，持续推进我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按照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
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能源局、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吉林省2022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
施指导意见》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政
府引导、科技支撑、市场运作”的原则，以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利用为重点，兼顾基料化、能源化和原料化利用，全
面推进秸秆“五化”利用工作；以中央财政补助项目资金为支撑，打造秸秆利用整体推进县，总结提升经验做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以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为抓手，不断完善秸秆作业、收储运、加工体系；加强秸秆资源台账
建设，健全监测评价体系；强化科技服务保障，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引领秸秆
综合利用提质增效。

 二、年度目标

 2022年，我市被列为吉林省建设秸秆利用重点县22个之一，通过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形成秸秆沃土、全量
利用等有效利用模式。通过持续推进，全市秸秆收储运体系不断健全，秸秆利用市场主体进一步壮大，市场运行机制
不断完善。秸秆肥料化利用稳步提升，饲料转化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清洁能源、基料化、原料化利用途径不断拓宽。
全市秸秆利用综合利用率达到92.34％。

 三、重点工作

 （一）全面推进秸秆“五化”利用

 在全市范围内，以玉米、水稻秸秆利用为重点，以“五化”利用为抓手，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1．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针对本地土壤类型和气候特点，选择适宜的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因地制宜推广玉米秸秆
翻埋还田、玉米秸秆碎混还田、保护性耕作覆盖还田、水稻秸秆翻理还田、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水稻秸秆原位搅浆还
田，玉米与粪污混拌添加腐熟剂堆沤、腐熟发酵成有机肥还田，提高秸秆肥料化利用率。（责任部门：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街）

 2．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结合全省“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快速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能力，加快秸秆青（黄）
贮、颗粒、膨化、微贮等技术推广应用，推进生物菌剂、酶制剂、饲料加工机械等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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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畜牧业管理局、各乡镇街）

 3．推进秸秆能源化利用。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秸秆成型燃料加工、直燃锅炉等生物质能源利用。鼓励乡村
社区、园区以及公共机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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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用及无害化处理等秸秆利用模式。（责任部门：吉林市环保局舒兰分局，发改局，住建局、各乡镇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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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进秸秆基料化利用。依托我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优势，利用玉米秸秆作为基料种植食用菌，带动秸秆产业化发
展。（责任部门：农业农村局）

 5．推进秸秆原料化利用。围绕现有基础好、技术成熟度高、市场需求量大的重点行业，鼓励生产以秸秆为原料的
草编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责任部门：发改局）

 （二）落实重点县补助政策

 按照自主参与、自愿申报与综合评定相结合的原则，我市为秸秆利用重点县，争取中央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补助资
金给予支持。重点县围绕落实秸秆还田离田利用技术、扶持培育市场化主体、建设展示基地、开展监测评价等工作，
打造利用样板，示范展示秸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总结形成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模式，为全省秸秆利用情况抽样调查
提供基础数据，引领带动全市秸秆利用工作向全量化、高值化利用方向发展。

 （三）加强秸秆资源台账建设

 秸秆资源台账建设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根据农业农村部台帐填报有关要求，规范调查方法和
操作流程，认真开展数据采集、填报、汇总和上报等工作，在要求时限内通过“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系统”完成数据
报送。加强数据审核，发现问题及时指导整改，确保台账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加强对秸秆资源台账数据分析利用
，发挥台账数据在明确发展目标、制定实施方案、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市场主体、加快收储运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准确把握全市秸秆资源底数，摸清利用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秸秆综合利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政策提供支
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发改局、财政局、畜牧局等部
门共同参与，统筹推进工作落实。市政府为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责任主体，加强组织推动，细化任务分解，实化
工作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市农业农村局发挥牵头作用，指导、调度、督促相关部门推进秸秆利用工作
落实，按时上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编制区域秸秆综合利用规划，制定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
重点任务、主要措施、资金使用等，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二）强化技术支撑。建立县级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服务，总结简便实用的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因地制宜推动技术集成示范应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

 （三）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站、微信、短视频等媒体，大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扶持政
策，提升秸秆处理企业、合作社和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秸秆处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技术培训，重点县每
年至少举办1次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会，总结创新经验和有效做法，推广典型模式和创新机制，引领提升各地秸秆综合
利用水平。

 （四）严格工作考核。2022年中央财政继续通过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给予支持，我市
做为重点县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制定验收标准和考核办法，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督导检查，建立工作台账，做好项
目绩效自评和总结，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加强与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保护性耕作
等政策的衔接配合，推动政策同向用力、整体联动。各相关部门于11月20日前将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情况工作总结、监
测评价数据报告、典型模式技术规范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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