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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可持续发展农村能源模式——广西农村生态能源建设5年新变化观察

 每到月底，北流市新圩镇平安山村村民傅勇都会拿着一张卡，跑到案台岭的小操场排队交钱。“这是沼气储值卡。
每次买多少立方米，自己说了算。家里烧水、做饭、照明全用沼气，清洁方便，经济实惠！”傅勇的开心溢于言表。

 2011年10月，平安山村百户人家一户不落地用上了管道沼气，由3公里之外一家养殖企业的大型沼气池集中供气。
村民告别了茅草薪柴，也再无养殖场粪便之污，真正过上低碳生活。

 “沼气带来好福气！”自治区政府把沼气建设作为“民心工程”、“富民工程”紧抓不放，连续12年将农村沼气列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成为广西新农村建设的耀眼亮点，使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沼气池助力

 山清水秀生态美

 地处桂东北山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30年前曾因森林砍伐量长期大于生长量，造成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生态环境恶化。1983年冬，恭城开始大抓沼气建设。

 如今，一排排小别墅整齐坐落山脚，别墅群后面是葱翠青山，周边则是挂满柑橘的果园⋯⋯到访恭城的游客，都对
当地富足的田园生活羡慕不已，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流连忘返。目前，恭城建有户用沼气池6万余座，沼气入户率90
％，名列全国第一。得益于沼气的全面推广，该县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47%上升到去年78%。

 “一个沼气池，足够一家人平常用火和照明。山上树木保住了，砍柴用工也节省了。”恭城平安乡新街村村民龙长
渠算了一笔账，一户农家建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可满足3-5口人炊事用火和照明需要，每年节约薪柴2吨，相当于
保护2.5亩森林资源。

 截至今年9月底，我区累计建设沼气池392.2万座，沼气池入户率49.02%，稳居全国第一位。这些沼气池每年可为392
.2万农户提供优质燃料15.7亿立方米，折合标煤246.5万吨；节约薪柴784.95万吨，相当于保护林地65.4万公顷，为提高
全区森林覆盖率贡献2.74个百分点。

 生态种养

 引领农民奔富路

 推广沼气，不仅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而且引领农民走上致富路。

 2008年5月，田阳县那坡镇义安村龙云屯村民黄正军在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的帮助下，建起一座联户养殖型沼气池
。他家里养了7头母猪，屋子里却是干干净净。

 “沼气干净、方便、省钱，既能免去打柴辛劳，又能免去煤气费用，一举多得！”他扳着指头介绍：以前做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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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用电多时一个月要花100多元。用了沼气，电费省了一大半，沼渣、沼液用作火龙果、蜜柚等有机肥，增产20%
，果质特好。像黄正军一样，田阳县绝大部分农家都有沼气池。

 以“猪-沼-果”为发端，八桂大地农民因地制宜，以沼气池为纽带，各显神通走出“猪-沼-稻”、“猪-沼-菜”、
“猪-沼-蔗”、“猪-沼-茶”、“猪-沼-花”等生态种养路子。这些模式以“养殖-沼气池-
种植”为共同点，种养业就地实现生态循环。

 早有食用菌生产基础的横县，当地农民把沼渣拌进基料，用沼液喷淋培育食用菌，最后再将用过的基料肥田，创造
性地增加一个育菇环节，使生态循环链延长为：养殖-沼池-育菇-种植。

 武鸣县府城镇公背屯家家建有沼气池，户户庭院配套有小鱼池，既用沼液、沼渣作饲料，又用沼气灯捕虫喂鱼，形
成“猪-沼-鱼”生态养殖链，加上利用沼液、沼渣种果种菜等，每户仅庭院经济收入就有5000多元。

 据测算，全区由于推广使用户用沼气池，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04万吨，减少甲烷排放4.9万吨；可产沼液、沼
渣等优质有机肥9812万吨，为农民增收节支58.87亿元。广西推广沼气，实现能源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四受益”。

 创新模式

 可持续发展农村能源

 融水苗族自治县古鼎村山安屯村民路贞华2004年建了一座8立方米的沼气池，2008年之后停用了3年。2011年冬，县
能源办送来一份“全托管”合同，给他带来意外惊喜：自主供料、半自主供料、能源办统一供料的3份套餐，由农户
自由选择；清理旧池、日常维护、沼气价格⋯⋯细账一一算给群众看，主意由群众拿。

 “就像城里人用煤气一样，沼气尽管用，其他什么都不用愁。”路贞华说，有了“全托管”，一方面可以依托服务
网点，得到配送的原料，保证了正常用气；另一方面沼气池渣肥变得更优良，能以化肥一半的价格出售，又带来可观
利润。

 2008年以来，我区各地创新多种模式，沼气建设由散变聚、由小变大，实现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北流市“三级联
动、市场运作、四业循环”后续服务管理模式，容县小区物业化管理服务模式，恭城“公司+农户”管理服务模式，
合浦县村级服务队管理服务模式等，都带来沼气供需双方“双赢”。

 “未来广西沼气建设的方向，是要进一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沼
气后续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专业化提升沼气服务水平，通过产业化拉长沼气产业链，真正实现广西农村能源事业
不断发展壮大。”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陈秋华对广西沼气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在稳步发展沼气的同时，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其他农村能源发展。据统计，5年来全区累计推广省柴节煤灶7
38.95万户，节能炉2.45万台；太阳能热水器累计推广23.07万台，共51.04万平方米；微型水力发电建成1.36万台，总装
机容量2.22万千瓦；小型风力发电建成1124台，总装机容量116.5千瓦。2011年末全区有秸秆沼气集中供气4处，供气户
数652户。以沼气为主、多能互补的农村节能减排新格局，在广西已现雏形。（作者：罗掌华 张 雷来源：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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