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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焚烧秸秆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媒体关注的新热点、政府工作的新
难点。据有关统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每年可生成9亿t秸秆，成为“用处不大”但必须处理掉的“废弃物”。在此
情况下，如果完全由农民处理，就出现了大量焚烧的现象。鉴于此，本文就新形势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面临的难题
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利用建议。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秸秆资源大国，秸秆作为农业废弃物，是农业生产的“另一半”，是“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用则利、弃则害。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举措。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秸秆理论资源产量为10.4亿t，可收集资源量约为9亿t，实际利用量约为7亿t，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80.1%。然而，秸秆综合利用仍有多个难题需要破解。

 1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面临的难题

 1.1农民秸秆利用意识有待提高

 农作物秸秆从田地里产生，到作为能源或其他原料使用，中间经过很多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成本，按单位能量
计算，秸秆的使用成本比传统煤炭能源价格高。部分农民认为秸秆利用价值低，收储利润空间不大。同时，深耕还田
成本高，短期利益无法体现，导致出现秸秆就地焚烧等情况，意识不到秸秆高效利用带来的长远利益，无法做到秸秆
的高效利用。

 1.2还田难度大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秸秆直接还田是最便捷、最有效的综合利用方式。但从实际效果看，农机农艺不配套，大型机
械跟不上，耕层较浅，大量秸秆难以有效覆盖，不利于农作物耕种，甚至造成小麦播种量增加，出苗缺苗断垅，作物
病虫害加重等问题，直接影响粮食生产[1]。

 1.3秸秆饲料化集中难度大

 规模化大型养殖场数量较少，大部分为散养小户，规模养殖有限。同时，由于收储体系不健全、成本太高等问题，
造成了秸秆利用覆盖面积不大，消耗秸秆有限。

 1.4秸秆成为废弃物

 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秸秆作为炊事燃料已被电、液化气、沼气等能源代替，而对于饲
养牛、羊、猪等家畜的农户来说，秸秆作为饲料，消耗量有限，大部分成为农业废弃物和农民耕种的负担。

 2新形势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建议

 2.1积极建设秸秆收储体系是基础

 要把秸秆收储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以乡镇为单位结合辖区内秸秆分布情况，因地制宜，建设秸秆临时收储点，对收
储点附近村组地块里的秸秆集中收集堆放。除实施秸秆还田的地块外，所有地块秸秆均要打捆集中收储，由村委会或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打捆后，农户要求留用的，按捆收取打捆成本费；农户不要求留用的，由村委会或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负责无偿运出田外集中储放。因地制宜建立“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模式，有效解决秸秆无人收集、
无处堆放、无法处理的现状[2]。

 2.2培育农业经营主体是关键

 2.2.1坚持政府引导，分类推进。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种植养殖大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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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其他组织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提升龙头的带动作用。

 2.2.2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对象，以创业理念、创业技巧、创业政策等为主要内容，
逐步建立精细培训、精准培育、严格认定、动态管理的培育模式和政策扶持、项目支撑、资金保障、协调推进的支撑
模式，培育一批有技术、有头脑、有能力且有担当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2.2.3推动农业发展合作组织。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重点培育、规范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带动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及集
约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2.3政府扶持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保障

 财政在收储体系建设、收储利用、购置设备等方面予以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对各类利用秸秆的企业及加工项目，
优先向上级争取扶持，协调金融机构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免收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地方行政性规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由同级财政全额返还；对各类秸秆及其产品的运输车辆给予农产品绿色通道待遇[3]。

 3结语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短期投资大、长期见效益的工程。因而，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才能实现秸秆最
大化的综合利用。此外，只有解决了农民参与、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的问题，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程度，才能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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