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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北省2014-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发改环资【2014】410号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有关扩权县发展改革委（局）、农业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及粮棉主产区秸秆综合利用的通知》（发改环
资[2014]116号）文件要求，我们编制了《河北省2014-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并于每年的1、4、7、10月15日前，将本辖区上年度或上季度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别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环资处）、
省农业厅（新能源办）。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农业厅

2014年2月25日

 附件：

河北省2014—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部署，缓解秸秆废弃和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
问题，力争到2015年实现秸秆全部综合利用的目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
精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及粮棉主产区秸秆综合利用的通知》要求，制
订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河北省主要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约为6176万吨左右，其中，小麦秸秆2201万吨、玉米秸秆2009万吨、油料作物秸
秆1428万吨、棉花秸秆292万吨、薯类秸秆156万吨、中水稻秸秆60万吨、大豆秸秆30万吨。

 （一）综合利用情况

 2013年，全省秸秆利用量为5130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3%，初步形成了肥料化、饲料化利用为主，基料化利用稳步
推进，能源化利用较快发展的秸秆综合利用格局。

 1、肥料化量占利用量的44.5%。完成小麦、玉米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面积约5126万亩，秸秆利用量2167万吨；堆沤
还田年消化利用秸秆80万吨，商品有机肥生产企业直接利用秸秆约40万吨。

 2、饲料化量占利用量的42.9%。秸秆青贮饲料1986万吨（鲜重），微贮216.6万吨，共计制作秸秆饲料2202.6万吨。

 3、基料化量占利用量的7.1%。利用各种农作物秸秆栽培食用菌的品种发展到了20多个，秸秆栽培食用菌的面积达2
4.5万亩，年转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约365万吨。

 4、能源化量占利用量的4.6%。全省农林生物质发电项年利用秸秆达210.96万吨；建成秸秆联户沼气工程20处，消耗
秸秆8万吨；推广秸秆压块炊事采暖炉3万台，年利用秸秆压块约9万吨；建成秸秆气化站42处，年消耗秸秆1.2万吨；
建成秸秆炭化厂4处，年消耗秸秆8万吨；推广燃池3.3万户，年消耗秸秆3.3万吨。能源化利用共计消耗秸秆240.46万吨
。

 5、原料化量占利用量的0.6%。利用秸秆反应堆的大棚约有10万亩，秸秆利用量为34.94万吨。

 （二）主要措施

 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发展生态农业，推进节能减排，治理大气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页面 1 / 4



关于印发《河北省2014-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95017.html 
来源：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推动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1、多措并举，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成效显著。通过会议推动、现场观摩以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等多种措施，
大力推广小麦、玉米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小麦秸秆打捆、秸秆青贮、机械化秸秆压块(饲料)等多种适宜的作业模式
。截至2013年底，全省拥有秸秆粉碎还田机11.16万台，秸秆打捆机1200台，饲料加工机械8万台，稻麦联合收获机、
玉米联合收获机10.14万台，青饲料收获机械4100台。通过实施机械化秸秆还田、秸秆压块等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相当
于每亩施用农家肥2500公斤、碳氨11.7公斤、磷肥6.2公斤、钾肥4.75公斤，每亩增产小麦23公斤、玉米27公斤，共为
农民增收节支15亿元以上。

 2、重点突破，秸秆能源化利用规模逐步扩大。一是推广秸秆固体成型燃料。自2007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秸秆
固体成型燃料项目的技术研发、产品试烧、试点示范工作。2008年至2010年，连续3年组织开展炉具现场试烧活动，
参与省份地跨河北、北京、河南、山东、甘肃、山西等省份，企业达50多家，试烧300多台次。2011年6月，颁布实施
了省地方标准《生物质成型燃料炉具》（DB13/T1407-2011），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形成了一批年产5万台以上的企
业，产品的产量和性能位居全国领先水平，在结构、热性能、烟尘排放、使用方便程度等方面，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
可。几年来，累计推广33800多户，涉及11个设区市的60多个县。二是实施秸秆联户沼气工程。从2006年起，率先在全
国成功推出秸秆联户沼气，组建了由研究、设计、施工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研发推广了在全国处领先
水平、成熟的工艺技术；遵循工厂化生产、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理念，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秸秆联户沼气站建设
方案，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探索形成了“一站一村”、“一站多村”、“三站合一”、“一场一站一园一村
”四种工程模式。截至2013年底，发展秸秆联户沼气工程20处，年利用农作物秸秆6.6万吨，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受广大农户欢迎。三是建设生物质发电项目。采取专项规划引导、项目核准优先、上网电价补
贴、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措施，在粮棉大县布局建设生物质发电或热电联产项目，促进节能减排、富民强县。截至2013
年，全省投产秸秆生物质发电厂8座，发电装机容量23.5万千瓦，全年发电13亿千瓦时，利用生物质秸秆210万吨。核
准生物质发电项目16个，装机容量35万千瓦。

 3、示范带动，秸秆养畜快速发展。积极争取国家秸秆养畜示范县项目，对每个示范县补贴100万元，重点支持秸秆
青贮池建设，购置秸秆青贮处理机械，秸秆压块、 秸秆处理物资，开展秸秆饲料科技推广、培训等。全省已承担实
施国家秸秆养畜示范县项目86个次，涉及63个县，在推动我省草食动物养殖业发展、带动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增
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减少秸秆焚烧、实现种养可循环发展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4、加强创新，秸秆养食用菌新技术得到较快推广。2010年以来，先后开发了国际先进的棉秆袋式、柱块式栽培木
腐菌技术、床式栽培草腐菌技术和棉秆栽培食用菌、周年化生产、无害化防控等50多项技术，研制了菌袋扎口机、菇
棚自动控制系统等20余种设备材料，颁布了11个省级无公害食用菌产品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3个菌种质量标准，形
成了平泉错季菇、遵化香菇、灵寿金针菇、坝上口蘑等一批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在国内外知名的特色产区，培育建
设了1000多个食用菌示范园区，发展重点示范户1万多个。

 （三）存在问题

 尽管我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省委、省政府实施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要求和满足人民群众防
治大气污染迫切需要出发，要实现秸秆全部利用，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1、产业化发展程度低。秸秆利用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且受煤炭价格下降影响，尚未真正实现商品化，企
业规模小、水平低、布局不合理，生产经营困难，难以做大做强，规模化、产业化步伐缓慢。

 2、收储运体系缺乏。农作物秸秆分布分散、体积蓬松、密度较低、季节性强，缺乏配套的收集、运输机械设施，
致使原料收集困难、成本高，制约了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3、扶持政策不完善。原有的秸秆能源化利用每吨130元的补贴政策已取消，新的扶持政策尚未出台；生物质发电上
网电价补贴、秸秆沼气集中供气补贴标准较低，秸秆发电企业经营举步维艰，秸秆沼气集中供气项目不能持续稳定发
挥应有作用；同时，国家在土地、税收、电价、农机补贴等方面还缺少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4、科技研发力度小。大型企业不愿介入，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弱，资金投入不足，秸秆固化成型设备在设计原理、
材料选用、制造工艺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原料适应性差、电能消耗高、成型部件磨损较快、成型模孔易堵塞等一些
老大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发展。

 5、农户积极性不高。农户是秸秆综合利用的利益主体，受经济效益、方便程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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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利用秸秆的积极性并不高，需要政府从政策激励、利益引导等方面，充分调动广大农户的积极性。

 二、工作思路及主要目标

 （一）工作思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大气污染防治、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
，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相结合，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相结合，与削减煤炭消费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区域；坚持“五化”并举，狠抓能源利用；坚持疏堵结合、完善政策机
制；坚持创新引领，强化科技支撑；坚持企业主体，实施工程项目，加快秸秆利用产业化步伐，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
平，力争到2015年，基本实现秸秆资源全部利用目标。

 （二）主要目标。2014年利用量比2013年提高300万吨，达到5430万吨；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88%。2015年利
用量比2013年提高800万吨，达到5930万吨；利用率提高12个百分点，达到95%。

 三、重点工程

 2014年至2015年，重点建设98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具体见附表），总投资78.96亿元，年新增秸秆综合利用规模10
15万吨。

 （一）燃料化利用工程

 1、秸秆固体成型燃料。优先选择列入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的重点村，秸秆资源丰富的地区，政府和农民群众积
极性高的县、乡，多模式推广秸秆成型燃料炉具。2014年，全省推广30万户，利用秸秆108万吨；2015年，达到80万户
，利用秸秆288万吨。适度开展生物质燃料替代锅炉燃煤项目。

 2、秸秆联户沼气。2014年，建成秸秆联户沼气工程29处，总池容24万立方米，年供气能力8669万立方米，为15万农
户提供生活能源，年利用秸秆86万吨。2015年，实施1亿美元世行贷款农村新能源开发示范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
设10处特大型沼气工程，总池容30万立方米，年消耗秸秆56万吨，为19万农户提供生活能源，为2000多辆汽车提供CN
G燃气。

 3、生物质发电。加快推进生物质供热示范建设，完成国能南宫、国能吴桥生物质电厂供热改造，并逐步向其他投
产电厂推广;加快在建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步伐，力争到2015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40万千瓦。

 （二）肥料化利用工程

 1、秸秆机械化还田。推广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11.16万台，秸秆打捆机1200台，稻麦联合收获机、玉米联合收获机1
0.14万台，青饲料收获机械4100台。到2015年，小麦机械化秸秆还田率达到90%，玉米机械化秸秆还田率达到58%。

 2、秸秆腐熟堆沤还田。选择重点示范县，争取国家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采用生物菌剂快速腐熟还田和秸秆
堆沤还田技术，示范推广100万亩，有效利用秸秆资源，培肥改良土壤。

 （三）饲料化利用工程

 1、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按照国家模式要求，主要在环京津、环石家庄、京深、京沈、京九高速公路河北沿线（
两环三线）地区，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以秸秆养畜为重点，带动“两环三线”地区，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

 2、饲用玉米推广工程。主要在石家庄、邯郸、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市种植饲用玉米30万亩，主要品种为银红、
农大108、农大115、中原丹32、科多8号等，每亩补助10元。继续实施订单生产，搞好产销衔接，降低生产成本，延
长产业链条，提高综合效益。

 （四）基料化利用工程

 到2015年，利用秸秆栽培食用菌面积发展到30万亩，年产鲜菇200万吨，年产值120亿元，年获纯收益80亿元以上，
年转化500万亩棉田产出的棉秆和600万亩土地产出的麦秸、玉米秸、稻草，总量500万吨。发展20个年产值超3亿元的
核心示范县，建设100个现代食用菌标准园、1000个小蘑菇新农村建设培植园，培育2-3个知名品牌、4-6个国家级、12
-15个省级食用菌重点龙头企业，使全部菌糠实现二次以上循环利用，形成山坝错季菇产区、环京津产区、黑龙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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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水产区、冀中南草腐菌产区，建立起食用菌转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和完善的食用菌产业体系。

 （五）原料化利用工程

 在棉花主产区支持利用杆皮、杆芯生产人造板，纺织工业用纤维以及其他工业用纤维。加大对秸秆人造板、木塑产
业等支持力度，培育龙头企业，示范带动秸秆原料利用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省农业厅主要负责同志为副组长，省财政厅、国
土资源厅、科技厅、环保厅、质监局、国税局、地税局等有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省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人员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厅相关同志组成，具体负责秸秆综合利用组织、协调、督导、推
动等工作，研究提出解决重大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强化目标责任。将秸秆综合利用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设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逐级签署秸秆综合利
用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承诺书。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目标年度考核，按照目标要求层层抓落实，一级考核一级。建立奖惩
问责机制，组织开展考核，将考核结果上报省政府，在省内主要媒体上公布，对完成目标任务的市、县，在资金支持
上给予倾斜，在煤炭削减任务安排上予以奖励；完不成目标任务的市、县政府限期向省政府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三）加大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国家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
，支持列入本方案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建设。建立秸秆成型燃料专项补助资金，采取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方式
，由建设主体先投资开展建设和推广，政府部门组织核查，达到要求后兑现补助资金。完善农机补贴政策，把秸秆粉
碎、捡拾打捆等相关设备列入农机补贴范围。全面落实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兑现秸秆发电电价补贴政策
，调动企业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四）严格监督管理。加强秸秆收集、储运、生产、加工、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组织制定粮食收获的留茬高度
、机械化还田、捡拾打捆、储运等标准。严格禁烧监管执法，加大实时监测和现场执法力度,依法查处违规禁烧行为
，对违规燃烧秸秆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导致人身伤亡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

 （五）依靠科技创新。整合科技资源，依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推动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加强科技集成创新与成果转换，形成经济实用的集成技术创新体系。重点围绕秸秆还田技术、动力机械与秸秆还田机
具升级换代、秸秆综合利用生物技术、秸秆成型燃料等方面，加快技术和设备研发。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实现设备、
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

 （六）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与监督作用，在全社会开展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秸秆综合利用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科普知识宣传，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采取面向基层，贴近农民，生
动活泼的形式，加大技术培训，普及相关知识，宣传有关政策、典型经验和做法，用技术指导群众，用示范带动群众
，用效益吸引群众，使禁烧秸秆和利用秸秆成为自觉行动。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95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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