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建设27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212505.html 
来源：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建设27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山东省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建设27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以下为原文

关于印发《山东省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农绿发字〔2024〕5号

各市农业农村局：

 现将《山东省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6月19日

山东省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制定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将秸秆综合利用
与年度三农重点任务要求紧密结合，坚持农用优先、产业导向、多措并举，完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推进秸秆科学还
田，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构建秸秆利用为纽带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动秸秆
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再上新台阶。2024年，建设27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104个以上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全省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左右。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科学还田沃土。充分考虑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农民实施意愿等因素，因地制宜推行秸
秆翻埋、碎混、覆盖等秸秆还田沃土模式，提升还田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二）推动离田高效利用。坚持政府推动、广泛参与、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秸秆收、储、运、销、用市场主体，
完善县域秸秆收储和供应网络，提高离田效能。
推进秸秆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推动形成“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的高质高效离田利用格局。

 （三）打造循环利用模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相结合，在部分重点县熟化推广“秸－饲－肥”
“秸－沼－肥
”“秸－菌－肥”等循环利用技术，构建以秸秆为纽带的生态种养、能肥协同等农业生态循环模式，积极打造典型样
板。

 （四）完善资源台账。按照农业农村部工作部署和有关标准要求，规范开展调查填报，形成年度数据，确保台账的
真实性、准确性。强化台账分析运用，为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政策、产业发展、效果评价等提供支撑。

 （五）构建产业化利用长效机制。在秸秆产生量大、产业发展基础好的区域，积极培育秸秆利用经营主体，发挥区
域产业集聚效应。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引导金融、保险等进入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增强和稳固产业发展基础。

 三、重点工作

 （一）强化示范引领。利用中央资金建设27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示范推广秸秆还田先进适用技术，建立健全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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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收储运体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总结凝练典型技术模式和工作机制。每个重点县选择基础条件好的田
块、收储场地、利用主体等，原则上建设不少于4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展示基地向粮食主产区、单产提升示范
区倾斜。围绕秸秆沃土、秸秆产业化、秸秆循环利用等，打造一批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县。指导模式县开展创新实践，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模式。

 （二）强化统筹推进。立足当地秸秆资源情况，分区域、分作物统筹推进。在粮食主产区，以秸秆科学还田为重点
，规范实施翻埋、碎混、旋耕、堆沤腐熟等还田技术措施。在畜牧业主产区，围绕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秸秆
过腹还田和生物菌剂、酶制剂、饲料加工机械等应用，加快秸秆黄（青）贮、颗粒、膨化、微贮等技术产业化。在食
用菌主产区，积极推动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食用菌基质、栽培基质。在设施蔬菜主产区，鼓励探索应用蔬菜秸秆原位还
田等有效处理技术模式。
合理
布局秸秆
能源化、原料化利
用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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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产以秸秆为原料的非木浆纸、新型材料、可降解农膜、草编等产品。

 （三）强化技术指导。学习吃透农业农村部秸秆还田指导意见，科学制定县域还田技术规程，进行全面推广应用。
组织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提高还田规范化水平。依托重点县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和高素质农民培育
，以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机手等为重点，组织开展秸秆科学还田技术培训。围绕秸
秆综合利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指导、经验交流和现场观摩。

 （四）强化收储服务。以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为抓手，培养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产业化利用主体，
建立政府支持、市场运作机制。支持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涉农企业为依托，建设秸秆收
储站点，提供秸秆收集储运综合服务。鼓励发展农作物联合收获、打捆压块和储存运输全程机械化。利用农机购置补
贴等政策，支持配备和升级改造打捆、压块等秸秆收储机械，提升秸秆收储装备水平。

 （五）强化调查监测。以县为单元，严格按照调查技术要求和流程，推进秸秆资源台账数据采集、填写，在要求时
限内完成数据报送。采取电话抽查、交叉互检、现场核查等方式，对台账数据真实性进行核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充分发掘利用数据，强化台账作用发挥。重点县要按照《山东省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秸秆还田监测工作方案（试行）
》要求，结合主要种植模式，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与评价；对区域主要农作物草谷比、可收集系数进行调查测
算，为秸秆资源台账关键系数核算提供基础支撑。

 （六）强化宣传引导。认真总结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典型模式，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手
机APP等新媒体，多渠道、多角度进行科普宣传，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支持重点县在关键
农时季节举办秸秆还田专题宣传活动，通过媒体平台和分发宣传画、明白纸等形式，向有关生产主体大力宣传科学还
田的重要意义和规范标准。

 四、有关要求

 （一）编制年度方案。各市结合本区域发展实际，系统研究谋划重点工作，编制市级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各重点县按照省级方案部署要求，制定县级实施方案，突出重点区域、主要作物和主攻方向，探索秸秆利用县域模式
和长效机制，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

 （二）加强指导服务。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年度任务实施加强指导督促，及时调度资
金使用情况，充分发挥资金效益，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充分发挥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作用，深入一线开展专
题调研，为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制定、任务落实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技术集成创新与模式总结，示范推广具有区域
适用性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方案。

 （三）强化政策落实。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税务、电力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帮助秸秆综合利用主体
落实好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农机购置补贴以及土地、电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优惠政策。

 市级方案PDF盖章版和Word版请于6月30日前报省厅。

 联 系 人：秦励勉，0531－5178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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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snytlsfzc＠shandong.cn

 附件：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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