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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73号市人大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王玉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情况

 （一）关于“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和重视”的建议。

 1.提高政治站位。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
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农业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要举措，是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培育农业产业
的有效途径。不断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对提升我市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水平，推进我市秸秆综
合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2.坚持规划引领。制定印发了《亳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五年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5年）》（亳农秸组办〔2
022〕5号），对我市5年的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进行科学安排、规划和部署，指导全市持续抓好秸秆资源化利用，巩固
我市秸秆综合利用发展成果。

 3.加强组织领导。我市先后成立了以书记和市长为组长、分管副书记、副市长为副组长、17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亳州市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和以副市长为组长、政府副秘书长及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为副组长、17个成
员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亳州市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全市推进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4.开展绩效评价。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每年都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政府岗位目标、乡村
振兴、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进行绩效考核评价范围。考核结果作为上级安排财政资金项目的重要依据。

 （二）关于“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形成多元化投入的发展机制”的建议。

 1.落实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政策。制定印发了《亳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细则》（亳农农〔2024〕4号
），对符合条件的“秸秆变肉”及其他秸秆综合利用个人或者主体实施奖补。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秸秆产业化利用
奖补、秸秆收储运奖补（包括秸秆标准化收储点或中心项目奖补、秸秆收储运输和贮存奖补）。2023年全市争取省级
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1575万元；2024年全市争取省级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1408万元（含秸秆变肉饲料化奖补资金
）。

 2.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2023年全市争取中央、省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9亿元，占全省15.2%，通过强化政策
落实，开展一站式便民服务，加大政策监管等举措，引导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大型复式智能高效机械和秸秆离
田打捆机械，受理补贴各类机具5.8万余台套，其中补贴大型复式高效机械1.5万余台套，受益农户3.6万余户，直接拉
动社会经济投入超15亿元，有效推动了我市秸秆打捆离田打捆机等复式智能高效农业机械新装备的发展，为全市稳定
粮食安全生产奠定物质装备基础。

 3.实施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2017年至今，全市共实施中央财政资金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14个（其中
谯城区3个、涡阳县2个、蒙城县4个、利辛县5个），争取中央财政投资总额1.6亿元。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了全市秸秆
“五化”利用水平。2023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提高到95.5%，其中秸秆产业化率提高到57.4%。

     4.大力推进安徽秸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签约项目落地建设。我市2017-2023年已连续7年参
加了安徽秸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在秸秆产业博览会上共计签约落地秸秆企业76家，签约额140.1
8亿元。其中，2017年签约7家签约额15.3亿元、2018年签约8家签约额30.48亿元、2019年签约8家（其中秸秆5家、畜禽
3家）签约额21.56亿元、2020年签约13家24.8亿元、2021年签约7家15.14亿元、2022年签约10家16.15亿元、2023年签约13
家16.75 亿元。目前，所有企业已经全部开工建设，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正常运行。这些企业入驻后，极大地提升了我
市的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三）关于“加快技术研发推广，构建秸秆综合利用的支撑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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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夯实秸秆综合利用科技支撑。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产学研联合攻关。支持安徽上元集团（蒙城
县）建立了全市首个秸秆综合利用博士后工作站；支持亳州市立丰有机肥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徽省秸秆和畜禽养殖
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体系亳州综合试验站；将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列入农民教育培训内容，2023年全市培训高
素质农民3061人。

     2.创新利用模式，提高利用水平。我市涡阳县秸秆竞拍新模式、蒙城县秸秆“热能托管”模式、谯城区中药
材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等三种秸秆综合利用模式，被录入《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技术和模式汇编》，可为“
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思路，为市县和企业提供了借鉴，为全省乃至全国秸秆产业化利用提供案例素材。利辛县
打造数字信息化赋能模式，率先建设了“徽牛云”大数据平台，创新推出徽牛云管理体系，实现了数字信息化赋能肉
牛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了秸秆饲料化利用发展。2023年，我市率先实施“秸秆变肉”工程，总投资23.43亿元“秸秆变
肉”工程暨十万头肉牛养殖项目已于2023年7月8日在利辛县启动。2023年，全市肉牛规模养殖场276个、同比增长46.4
%，肉牛饲养量18.3万头、同比增长45.5%；饲料化利用量140.9万吨（比去年增加69万吨），饲料化利用率提高到23.8
%（比去年提高11.3个百分点）。

 （四）关于“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加大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力度”的建议。

 1.培育秸秆产业化利用龙头企业。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条，扶持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
企业做大做强。2023年全市秸秆产业化利用500吨以上的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已经发展395家。其中，按照县区分：谯
城区134家、涡阳县73家、蒙城县85家、利辛县103家。按照类型分：饲料化利用270家、能源化利用98家、基料化利用
14家、肥料化利用9家、原料化利用4家。按照利用量分：10万吨以上4家（均为秸秆发电厂）、5-10万吨3家（含5万吨
）、3-5万吨4家（含3万吨）、1-3万吨45家（含1万吨）、0.5-1万吨73家（含0.5万吨）、0.1-0.5万吨217家（含0.1万吨
）、0.05-0.1万吨49家（含0.05万吨）。

 2.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园区建设。按照《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以农作物秸秆资源化为基础的现
代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亳政〔2017〕52号）要求，各县区均在经开区创建一个秸秆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园
区。其中，蒙城县、涡阳县经开区被省农业农村厅、环保厅等六部门分别认定为2018度、2019年度“安徽省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园区”，入住园区的秸秆企业年利用秸秆均在20万吨以上，极大地提高了本地秸秆产业
化利用水平。

 （五）关于“积极引导草腐菌种植，提升‘秸秆变菌’工程”的建议。

 持续扩大秸秆基料化利用。以小麦、玉米等秸秆为基料发展食用菌产业，推广袋式、柱块式基质栽培平菇、香菇、
金针菇等木腐菌技术，以及床式、地式栽培大球盖菇、双孢菇、草菇等草腐菌技术。2023年，全市食用菌规模生产主
体（含大户）达201家，培育食用菌加工企业5家，食用菌产量达3.5万吨，产值达2.5亿元，年利用秸秆6.4万吨，圆满
完成省下达我市食用菌产业发展目标任务（发展食用菌产量3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截至目前，据统计全市食用菌
总产量达3.216万吨，同比增长23.7%，产值2.137亿元，同比增长13.3%。

 （六）关于“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新技术”的建议。

 1.科学制定技术方案。印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方案》。明确了秸秆肥料化和秸秆机械化还田新技术总体要
求、工艺路线、技术要点、技术支撑单位，指导各地秸秆更加科学规范还田。

 2.推广秸秆还田新技术。大力推广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秸秆粉碎腐熟还田、炭化还田、生物菌剂快速腐熟、
高温堆肥等还田技术，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生物炭基肥等肥料化利用方式，推动秸秆肥料化利用转型升级。2023年
，全市秸秆肥料化利用利用量250.5万吨，肥料化利用率为43.9%。其中，机械化还田247.4万吨，占比98.7%；高温堆肥
等其他方式还田5.5万吨，占比2.2；商品化有机肥生产7.6万吨，占比3.0%。

 3.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突破口，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大支持力度，组织
优势力量对秸秆还田薄弱环节开展科技攻关。发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秸秆岗位专家作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开展秸
秆资源台账调查，每年3月份之前以县为单位完成数据采集填报，全面摸清秸秆产生和利用底数。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采纳王玉民代表的建议，持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有效促进我市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2024年，力争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秸秆产业化利用率达到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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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大力实施“秸秆变肉工程”，培育牛羊养殖大户，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提高青
贮饲料消耗量。集成推广
“牛—菌—肥”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拓宽提高农作物秸秆的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等综合利用渠道。

 （二）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依托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园（平台），开展以会招商、上门招商等活动，引进更多
的秸秆深加工企业入驻亳州，以提升我市秸秆加工水平。

 （三）落实各种补贴政策。针对收储、运输、颗粒初加工等秸秆综合利用各个环节，选择关键点加大补贴力度，吸
引更多企业、组织和个人投入秸秆综合利用，撬动整个产业链，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实现产业化。积极争取秸秆还田耕
地深翻项目，力争三年深翻一次，化解秸秆长期还田带来不利影响。

 （四）督导各地推进秸秆博览会签约项目落地建设。加大督导力度，推进签约项目落地建设步伐，促进我市秸秆企
业产业化发展。

 （五）完善收储体系建设。督导各地推进村级农作物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建设，力争粮食主产区行政村各建设一个
标准化收储中心。

 办复类别：A类

 联系电话：5555307

亳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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