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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分
析中国现有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与方式，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即构建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分
工、严格实施项目、加大宣传培训、强化考核评估、加强机具保障和技术指导，从而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
用，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缓解国家能源资源紧张的压力。

 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人居环境和燃料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作物秸秆不再作为燃料，而是作为废弃物被随
意丢弃，由此引发众多环境问题，并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农作物秸秆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养
分，加以回收进行综合利用后，可作为肥料、饲料、燃料及工业生产原料等[1-2]。因此，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不
仅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有助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有利于维持
农业生态平衡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3]。

 为切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强化农村环境整治效果，本文重点阐述中国现有的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现
状，分析其实施体系，制定全面和系统的实施策略，旨在通过合理的措施和技术进一步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效
率和水平，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目标

 依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关于秸秆综合利用政策的相关要求，各相关单位需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和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实
现秸秆机械化还田与离田利用双措并举，如可以采取农机农艺融合技术，优化秸秆还田技术路线，提升还田质量，提
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政府应确定合理的秸秆收集利用方案，鼓励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秸秆收集、贮运
、离田利用；推进秸秆离田利用，重点支持基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等秸秆产业化利用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区域典型模式[4]。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和监督评论作用，采取多样化、大众化的形式，广泛宣
传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创益增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大力普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
相关知识和技术，积极宣讲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并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宣传一些相关典型事例和先进人物，引导农
民群众积极树立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

 2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原则

 1）多元利用，农用为主。注重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在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基础
上，积极在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等领域开展先进技术、装备和工艺的示范推广工作，构建多样化的秸秆综合利用
结构和方式，合理引导秸秆燃料化、原料化等其他综合利用渠道，推进秸秆多元化利用。

 2）市场运作，政府扶持。积极打造“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运行模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服务支撑体
系建设，通过政府引导扶持，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打通秸秆综合利用利益
链，构建产业链体系，实现多方互惠互利，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3）突出重点，机艺融合。以能源化、原料化为主，结合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秸秆的数量和综合利用的产业
基础等因素，加强先进成熟技术应用培训指导，着力打造“收—储—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
用和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利用体系。此外，加快健全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技术体系、服务
体系和产业体系，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有力支撑[5]。

 4）科技推动，强化支撑。整合各方资源，深化产学研用相结合模式，着力攻克秸秆综合利用领域的共性问题和关
键技术难题，促进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的优化和提升，积极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
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3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任务

 以项目为依托，以企业回收为支撑，深入推进秸秆五料化利用程度，消除农作物秸秆“站岗”浪费和秸秆焚烧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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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污染问题，逐步形成较完善的秸秆田间处置及“收—储—运—用”体系和合理化、多元化的秸秆资源化产业格
局，建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促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打造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的多赢局面。

 3.1实施小麦秸秆粉碎腐熟还田

 合理安排“三夏”期间工作，大力推广小麦秸秆粉碎腐熟还田技术。各级政府应重视引导和组织农户科学收割，推
广应用小麦低留茬粉碎腐熟还田和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小麦秸秆还田，并建立秸秆禁烧巡查制度。

 3.2实施水稻秸秆综合利用全覆盖

 水稻秸秆综合利用要采取还田和打捆回收相结合的方式。对水稻秸秆留茬部分争取采用机械深翻灭茬、还田措施；
收获后的秸秆由乡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委托相关企业进行打捆回收，集中堆放管理，当年回收、消化。

 3.3实施玉米秸秆捡拾打捆和“粮改饲”

 对玉米秸秆可从以下3个方面加以利用：一是争取玉米秸秆预处理项目，开展玉米秸秆捡拾打捆工作，并回收玉米
秸秆；二是引进“粮改饲”项目，实施全株玉米青贮加工，将青贮玉米秸秆作为饲料使用；三是各乡镇要加强引导，
推广黄贮、青贮等秸秆饲料化技术，鼓励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大户将秸秆作为饲料使用。

 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具体实施策略

 4.1构建组织机构

 为确保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应成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机构，并下设办公室，
统筹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各乡镇也要相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层层落实，协调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

 4.2明确职责分工

 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开展工作，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以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为引领，做好秸秆还田、捡
拾打捆、“粮改饲”等子项目行动方案，采取招投标的方式，择优引进秸秆收、储、运主体，指导各乡镇落实秸秆综
合利用措施。生态环境部门配合做好秸秆禁烧宣传及执法工作；宣传部门负责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引导、宣传工作；财
政部门协助做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验收工作，共同营造良好氛围，将秸秆资源化利用和秸秆禁烧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效
结合起来，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落实[6]。各乡镇要根据职责分工认真部署，重点抓项目实施，积极督促中标单
位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在村组设置值班室，开展网格化值班巡查，确保秸秆禁烧常态化、制度化。

 4.3严格实施项目

 落实乡镇秸秆综合利用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切实强化监管，督促指导项目及时落地和规范建设
，建立健全项目责任制，及时跟踪督查项目实施情况。

 4.4加大宣传培训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创益增收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加强农民群众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识，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引导农民群众转变固有观念、用典型案
例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度，提高整个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秸秆综合利用舆论氛围。同时，开展机械化深翻
等先进技术培训，提升农民群众农艺结合水平，确保工作效果。

 4.5强化考核评估

 为保证工作实效，应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纳入效能目标考核和乡村振兴重点考核，并实施奖惩结合。各乡镇要
切实抓好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组织实施到验收的各个环节，依规建立各类项目明细清册，并将其作为考核依据。对工
作积极、取得实效的部门和责任人给予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力、进度迟缓、影响检查验收的给予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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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加强机具保障和技术指导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优先补贴大型拖拉机和秸秆捡拾打捆机械，保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业
需要。依托农机服务组织的装备优势，开展水稻秸秆机械化灭茬深翻还田和玉米秸秆机械化捡拾打捆作业服务。坚持
农机农艺融合，构建完善的水稻秸秆还田和玉米秸秆捡拾打捆先进技术模式、操作规程和质控标准[7]。组织专家和
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提高农机手操作技能，不断提升作业水平。

 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典型案例

 5.1农作物秸秆基料化利用技术

 李桂玲[8]运用生物工程发酵技术，将常见的水稻、小麦、玉米等多种秸秆及农林废弃物进行堆肥处理，形成了成
熟的秸秆基料化技术。张鑫[9]开展了农作物秸秆的肥料化、能源化、饲养化及二次种菇研究，即将微生物促腐菌剂
添加到由蔬菜废弃物、玉米秸秆和畜禽粪便等组成的原料中，形成秸秆的多级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了秸秆“从田里来
到田里去”的循环利用链条，既降低了秸秆堆放和焚烧对环境的污染，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秸秆资源的
多级化循环利用。

 5.2农作物秸秆原料化利用技术

 王金武等[10]以玉米、水稻、甜高粱等农作物秸秆为原料，利用生物质基胶黏剂预压、固化及人造板制备等材料成
型技术，成功制备了木质素-酚醛树脂胶黏剂，实现了农作物秸秆原料化利用。

 5.3农作物秸秆燃料化利用技术

 1）炭化燃料

 马铭婧等[1]以秸秆为原料实现燃气-黑炭联产，攻克了秸秆限氧热解控温关键技术难点，并取得了焦油等副产品的
循环利用及秸秆黑炭农业应用的推行创新。

 2）燃料乙醇

 薛泽等[2]发明了固相酶解发酵耦合分离新技术，即秸秆经切断、汽爆梳分分级后得到半纤维素、长纤维素和短纤
维素。该技术充分利用酶解发酵分离三重耦合作用，具有节水、节能、成本低等优点。

 3）沼气

 刘秋兰等[5]以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秸秆为原料，成功研制出具有高活性、大生物量的复合菌剂，并采用该复合菌
剂开发了沼气高密度厌氧微生物多菌种复合生产工艺，使沼气产量至少提升20%，克服了传统沼气建设项目中存在的
原料利用率低、启动速度慢、低温产气难等问题。

 5.4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

 赵贵宝[11]以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等作物秸秆和枯草等为原料，通过筛选功能菌株、开展共存性及抑菌试验，
研制出高效秸秆发酵饲料复合菌剂，对中国农作物秸秆的大规模循环利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6结束语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已纳入中国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因此，进一步明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细化工作措
施，加强技术保障，总结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建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推进情况的督查机制，加强进度检查、推动落实各项扶持政策，支持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完善实际的
秸秆还田、离田模式和技术要点等措施，可有效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促进中国农业
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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