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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秸秆综合利用和地力培肥为主要手段，以耕地质量提升为目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
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长效机制。通过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秸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基本杜绝露天焚
烧；秸秆直接还田和过腹还田水平大幅提升；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1%，耕地质量明显提升；秸和能源化利
用得到加强，农村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探索出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秸杆综合利用技术路线、模式和机制。

 一、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坚持原则

 一是集中连片、整体推进。优先支持秸秆资源量大、禁烧任务重和综合利用潜力大的区域，整县推进。二是多元利
用、农用优先。因地制宜，多元利用，突出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利用重点，科学确定秸和综合利用的结构和方式
。三是市场运作、政府扶持。充分发挥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通过政府引导扶持，调动全社会参
与积极性，打通利益链，形成产业链，实现多方共赢。

 二、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要求

 一是采取强力措施严禁秸秆露天焚烧。秸秆禁烧是倒逼秸和综合利用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对焚烧秸秆和危害性的认识，通过政策鼓励扶持，引导农民自主自觉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另一方面，要层层
落实地方各级政府责任，加强对秸秆焚烧起火点的卫星监控，加大行政管理和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奖惩措施。

 二是坚持农用为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秸秆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发展循环农业的有效途径。各
地要因地制宜制定秸秆还田规范，对秸秆综合利用亟需的农机装备应补尽补，促进种养结合，推动秸秆机械化还田、
生物腐熟还田、养畜过腹还田，进一步提高肥料化、饲料化综合利用率。因地制宜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农村沼气集中
供气工程、秸秆成型燃料、秸秆食用菌种植等能源化、燃料化和基料化利用工作。

 三是提高秸秆工业化利用水平。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对已经形成一定产业
规模的生物质燃油、乙醇、秸秆发电、秸秆多糖、秸秆淀粉、造纸、板材等，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积极研究加快产业
扩张和技术扩散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秸秆工业化利用率和利用水平。

 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各地要加快培育发展秸秆收储运等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并将农机购置补贴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扶持措施与秸秤综合利用有机结合，形
成政策合力，做大做强秸秆综合利用的基础平台。

 三、全区秸秆产生利用情况

 1、全区秸秆种类、产生量及2019年利用情况

 宁江区现有耕地100万亩左右，年产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秸秆60万吨左右，可收集量约为50万吨，近几年，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并将其作为秸秆禁烧工作的一项根本解决办法，采取强有力措施收集利用秸秆。
目前，依托黑土地保护利用、秸秆综合利用、保护性耕作等项目，每年可综合利用各类秸秆大约38.6527万吨，占可综
合利用秸秆的77.3054%，比2018年提高5.4754%。

 2、五化利用情况

 ①肥料化利用秸秆

 肥料化利用秸秆15.1322万亩，大约可综合利用各种作物秸秆10.0721万吨，约占秸秆可收集量的20.1442%。目前，秸
秆还田是解决秸秆出路的主要措施，也是解决农田有机肥料不足的有效措施。实践也证明，秸秆还田能够有效增加土
壤有机质和提升地力，是综合秸秆利用的首选途径。通过农业项目支持，主要有3种秸秆还田模式：一是推广玉米秸
秆翻压还田10.5万亩。秋季玉米机械收获后，利用秸秆粉碎机将覆盖地表秸秆打碎，据统计，80%以上地块实施了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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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全量还田，20%地块秸秆还田在50%以上，平均每亩处理秸秆0.7吨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处理利用秸秆7.35万吨
左右。二是推广水稻秸秆还田4.06万亩，秋季水稻机械收获后，利用秸秆粉碎机将覆盖地表秸秆打碎，据统计，平均
每亩处理秸秆0.6吨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可处理利用秸秆2.436万吨左右。三是秸秆覆盖还田0.5722万亩。秋季玉米机
械收获后，秸秆不回收，不离田，第二年春季不整地，直接用免耕播种机施肥、播种，每亩地可还田利用秸秆0.5吨
，实施0.5722万亩耕地，可利用处理秸秆0.2861万吨以上。

 ②饲料化利用秸秆

 饲料化利用秸秆4.67万吨。农作物秸秆，特别是活秆成熟玉米品种籽粒成熟后秸秆不枯萎，其中含有丰富的粗蛋白
和纤维素等营养物质，是牛羊等牲畜主要粗饲料来源，既可青黄贮，又可经粉碎、揉搓直接饲用，宁江区大量的秸秆
资源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因此，积极引导扶持养殖户购置青贮机和秸秆揉搓机等设备，扩大秸秆黄贮氨
化、糖化数量，实现过腹还田，目前，全区青（黄）贮玉米秸秆4.67万吨。

 ③基质化利用秸秆

 主要利用粉碎的玉米秸秆作为无土栽培基质栽培草莓、番茄、黄瓜等作物，比如大洼镇民乐村，年可处理秸秆25吨
，这是一项新的秸秆利用方式，虽然秸秆利用量较少，但为发展循环绿色农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④推广秸秆捡拾打捆

 今年依托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推广秸秆捡拾打捆7.44万亩，每亩可捡拾收集秸秆0.45吨，捡拾收集储存利用秸秆
总量约3.348万吨。

 ⑤秸秆燃料化

 秸秆燃料化15.5万吨。围绕农民生活需要，将收获的玉米秸秆作为炊事、取暖等生活燃料进行使用，组织农民及时
将生活所需秸秆及时清运出地。据调查，全区农村常住农户大约5万户，平均每户利用秸秆薪柴3.1吨。

 3、组织实施情况

 ①组织推动

 为了更好完成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宁江区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主管农业副区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并成立了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王立春
研究员为组长，宁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为副组长的专家组，由推广中心组织示范区主体和专家组有效对接，开
展全程技术服务与指导，使试验项目保证了正常的运转。

 ②政策扶持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通过政府统一协调，整合相关项目（主要是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农民参与的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同时要通过奖励机制，技术指导等手段
，引领、鼓励农民自觉进行秸秆回收利用。

 二是坚持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的原则。坚持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重点推动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等
领域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示范推广，合理引导秸秆燃料化、原料化等其他综合利用方式，推动秸秆向多元循
环的方向发展。

 三是坚持统筹规划，连片实施。在组织化程度较高、规模化经营较集中的重点区域统筹安排试点，充分发挥新型经
营主体的作用，推进连片规模化利用和整建制推进。

 四是坚持科技推动、试点先行的原则。加强科技攻关，打造秸秆综合利用的试点乡、村，扶持优势企业，加快推进
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五是建立考核机制。农业部、财政部将建立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省的绩效考核机制，重点对秸杆综合利用率
(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利用情况)、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情况等指标进行考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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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结果作为今后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考核后三名的省份将退出试点范围。具体绩效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各试点省
也要建立对试点县的考评机制，实现试点县“有进有退”、资金安排“有增有减”，形成有利于推动试点工作开展的
激励约束机制。

 六是加强管理服务。各地要加强技术推广、科研、教学等单位合作，不断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模式，并加
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及时评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效果。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要扎实做好基础工作，建立工作
台账，加强动态管理，要重视政策宣传，及时总结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提高农民有效利用秸秆、培肥地力和改良土
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力营造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耕地质量保护的良好环境。

 七是强化资金监管。各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得擅自调剂或挪用，对骗取
套取、挤占挪用补助资金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要统筹利用好农机购置补贴、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生产全程
社会化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政策措施，综合施策，形成推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强大合力。

 ③火点控制情况

 根据上级相关部门要求，从2018年10月10日起，省环保厅通过卫星拍照的形式对全省各相关地块进行巡查拍照，截
至2019年5月份，省环保厅共通报宁江区火点2处。在此期间，先后出台了《关于2018秋冬秸秆禁烧工作的实施方案》
、《宁江区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究办法》、《宁江区秸秆禁烧包保工作方案》和《宁江区秸秆禁烧区划定及管控方案
》，召开专题会议40余次，张贴标语613个，悬挂条幅231个，广播宣传1092次，进组入户宣传33902次。在巡查方面，
共组建巡查小组120个，配备灭火设备154台套，出动人员3602人次，出动车辆1753台次，共巡查1428次。在具体工作
中，主要做了以下几点。一是强化责任落实。成立了“区、乡（镇）、村、户”四级防控网格，乡镇、村屯组建了巡
查队伍，分别规定了网格长、巡查监管人员职责、切实将防控责任落实到了每个地块。严格落实了包保责任，区委书
记、区长、政协主席、部分常委和副区长对各个乡镇进行了包保。“网格+领导包保”双管齐下、统筹兼顾，切实避
免地块漏管现象的发生，为开展好秸秆禁烧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强化宣传引导。以文件形式下发了《松原市
宁江区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露天焚烧秸秆的通告》；通过宁江周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
作用，广泛开展秸秆禁烧宣传活动。各乡镇、村屯通过悬挂条幅、逐户走访、出动宣传车辆、在显要位置张贴了宣传
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三是强化督导巡查。区分管领导亲自到各乡镇进行巡查检查，督促做好相关工作。成立了宁江
区秸秆禁烧工作微信群，快速落实上级指示要求、传递相关信息。各乡镇、村屯都成立了巡逻队，每天加强巡逻排查
。同时，与公安、消防等部门协调联系，切实做到，发现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立即严肃处理；发现火点，第一时间
扑灭。

 ④技术培训和宣传引导情况

 区项目办成立了专家指导组，主要负责实施方案的评审、技术研究指导、技术培训和项目效果评估等；各乡镇成立
了技术指导组负责本乡镇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工作。为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水稻秸秆翻压等内容完全
达到技术标准，专家指导组多次进行会商，制定下发了玉米、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范，并于2019年4月26日组织相关
人员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291农场参观学习，2019年9月29日，在善友镇光荣村召开了玉米秸秆碎粉还田现场会，同日
在毛都站镇姜家村召开了水稻秸秆还田现场会，为今秋水稻秸秆还田奠定基础。为确保项目实施过程各种秸秆利用措
施达到技术标准，区项目专家指导组多次进行会商，制定并下发了秸秆翻压和秸秆捡拾打捆的技术流程和监管流程，
并召开1次现场会，进行指导和服务；并采用大锅饭式与小灶式相结合的办法，办培训班12次，培训1200多人次，同
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3000多份。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群众认识不到位

 秸秆利用推广工作还存在很多困难，主要表现在农村干部缺乏秸秆经济意识，没有从产业化的高度出发，农民群众
对秸秆利用的长远利益，社会效益，以及利用途径等方面认识还不到位，对焚烧秸秆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

 2、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低

 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制约着大型机械的推广应用，致使秸秆还田机、联合收获机等有效利用率较低，部分地块
秸秆还田质量不高。

 3、秸秆收集、贮运体系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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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秸秆收集贮运体系是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秸秆量大、分散、体积蓬松、密度较低、收获季节性
强；现虽有较成熟的捡拾打捆机械，但因一次性投入大，捡拾成本偏高，加之机械可利用时间短，难以被农户和企业
采用，造成秸秆的收集、贮运难度大，秸秆收集、贮运问题已成为制约秸秆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困难之一。

 五、工作建议

 1、强化组织领导，为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坚强保证全区往年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和外地先进经验表明，政
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亲自指挥，各部门通力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才能真正扎实有效开展
。应逐级签订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责任书，落实主体、夯实责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感，将责任落实到地块
、到专人。

 2、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农民认识

 加大力度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张贴政府关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通告；出动宣传车，不定时进行巡回广播
；利用各种宣传平台让群众了解秸秆利用产生的好处。通过多方位的宣传，让广大群众了解到秸秆综合利用是保护生
态环境，有效节约能源，构建美好乡村的需要。

 3、强化技术引导，有效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农业、农机部门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秸秆还田一线，做好秸秆还田技术指导服务，通过秸秆翻压还田和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推广，有效解决焚烧、堆积带来的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并发挥种植大户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秸秆还田力
度，各乡（镇）村广泛建立秸秆还田示范点，成为带动引导农民自觉还田的样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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