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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探析

许开峰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摘要：秸秆综合利用，有利于加强黑土地保护，增加有机质含量，建立土壤水库，生成益生菌，稳定粮食综合产能
；有利于秸秆禁烧，治理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有利于变废为宝，增加企业、农民、财政收入。近年来，黑龙
江省委省政府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目标，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高度重视秸秆利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主体带动、政策引导，加大资金投入，打响秸秆综合利用攻坚战，秸
秆综合利用取得了可喜成效。本文从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基本情况、做法、实效、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五
个方面切入，既展示了秸秆综合利用所取得的成效，又分析了具体的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为全省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是粮食生产大省，现有耕地面积2.39亿亩，粮食产量达到1500亿斤，稳居全国第一。同时也是秸秆大省，
秸秆资源总量高达1.3亿吨左右（可收集量1.07亿吨），占全国秸秆总量的1/8左右。2019年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将其作为减少大气污染保护环境，打好蓝天保卫战和实施黑土耕地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务实举措，提出全省秸秆综合利用要坚持“农用优先”“疏堵结合”原则，突出“一主两辅”（还田为主，燃料
化、饲料化为辅），综合利用率要达到80%以上，还田利用率要达到55%以上，对暂时得不到利用的秸秆实现100%离
田。按照这一目标，自2019年秋季以来，农业农村厅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科学统筹谋划，强化协调配合，
狠抓推进落地；各地高度重视，积极宣传落实，调动起了广大农民和各类利用主体的积极性，抢抓有利时机，加大秋
季还田利用力度，力争实现应还尽还，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快速推进。据调度统计，2019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3.
15%，秸秆还田利用率达到57.87%。

 二、主要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区
域经济发展，而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黑龙江省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打好蓝天保卫战。

 （一）落靠责任，专题推进

 省委省政府对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研究。
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现场会议研究具体推进措施。建立了黑龙江省秸秆综
合利用联席会议制度，印发《2019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推进措施。2020年2月1
8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了《关于做好春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六条措施，3月21日又结合当前工作实
际提出了6个方面指导意见。

 （二）出台政策，加大投入

 在2018年省级财政投入28亿元的基础上，2019年省级财政投入43亿元，重点围绕秸秆还田、秸秆离田和能力建设三
个方面制定11条具体政策措施，基本涵盖了秸秆综合利用各个环节。进一步明确春季农机作业监测平台继续开放，对
纳入农机作业监测范围且符合作业标准的给予补贴。同时，利用2020年国家在我省实施黑土保护性耕作试点的有利契
机，加大对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播种作业的补贴力度，组织各地抓紧购置免耕播种机械，做好机械准备。目前全省
免耕播种机保有量达1.77万台，可满足作业需求。

 近两年来，各地市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黑龙江垦区投入农机更新资金8.4亿元，购置大型翻转犁、秸秆
粉碎还田机，秸秆粉碎抛撒设备配备率达90%以上。哈尔滨市政府于2019年9月下旬出台了机具累加补贴政策。明确
了市本级补贴“重点向秸秆还田离田机具和作业倾斜”的总体方向，将购机补贴额补贴到机具总售价50%；并对玉米
秸秆翻埋碎混还田、免耕覆盖还田和水稻秸秆翻埋还田，每亩分别累加16元、5元和10元，进一步凸显了政策指向性
、精准性和实效性。在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全市新增玉米翻埋作业机具1079台套，水田翻埋作业机具907台套，极大
地缓解了秋季秸秆还田作业机具保有量不足的压力。肇源、肇州县在省补基础上，安排本级财政专项，对秸秆还田作
业每亩追加10~20元。桦川县全面推行“政策自选超市”政策，将所有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政策全部纳入到“自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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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合作社、种地大户等经营主体自主自愿在“自选超市”内选择旱田补贴、水田补贴、秸秆燃料化利用补贴、
机械购置补贴、新建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和生物质炉具更换补贴等5个大方面政策。巴彦县加大资金投入和配套资金
落实，支持秸秆禁烧、机械化还田、综合利用、贮运体系建设等，确保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顺利开展。在资金支
持上，县政府在省、市、县既定补贴的基础上又拿出500万元秸秆离田还田补助资金砍块到乡镇，用于促进离田还田
。

 （三）完善考核，强化落实

 2019年，召开了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建立责任机制，细化分解任务，明确监管责任。制定了《2019年
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考核办法》，以秸秆综合利用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印发到各市（地）、农垦和森工，明确
了考核对象、内容、程序及评价指标和评分细则，对全面考核验收2019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从2020年
2月24日起，以13个市（地）备春耕联系指导组为载体，重点指导各地开展秸秆还田离田工作，定期调度工作进展，
及时发现问题、挖掘亮点。

 （四）专家服务，加强指导

 2019年秋季，组织138名专家成立了省级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划分了还田技术组、肥料化技术组、饲料化技
术组、燃料化技术组、农机装备研发技术组和综合类技术组6个专项指导小组，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调配各类专
家、分片开展指导服务。同时，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农科院联合举办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班，采取现场观摩、课堂培
训、网上授课等多种形式，重点对40个玉米、水稻主产县（市、区）种植大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秸秆利用经营主
体开展技术培训。

 （五）加大宣传，强化引导

 2020年春节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多次在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秸秆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积
极回应广大农民朋友关切。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省台、省报、东北网、腾讯网
、今日头条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刊播和推送秸秆相关信息50多条，其中新华客户端推送的《黑龙江
省的秸秆去哪儿了》阅读量超过百万次。同时，成立工作微信群，搭建省市县乡四级工作人员共享平台，在群里推送
工作典型和作业视频，加强技术指导，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六）创新举措，统筹推进

 农业农村厅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以秸秆还田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一主两辅”要求，充分调动农
民和市场主体主动还田的积极性，扩大玉米秸秆翻埋、碎混还田、玉米免耕覆盖还田、水稻秸秆翻埋还田、水稻秸秆
本田腐熟等还田作业面积，同步推进饲料化、燃料化利用，不断提升我省秸秆综合利用水平。2019年，黑龙江省秸秆
可收集量10951.7万吨，综合利用率79.4%，其中肥料化46.1%、燃料化22.0%、饲料化9.5%、原料化0.8%、基料化0.3%
。

 一是肥料化。把秸秆还田肥料化作为综合利用的主要措施，推行秸秆粉碎直接还田、保护性耕作覆盖还田、秸秆腐
熟还田、秸秆沤肥还田。2018年全省玉米秸秆全量还田达到1092万亩，是上年的3.5倍。肥料化利用达到4750万吨，占
可收集量的44%。2020年以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通过10多年的科技攻关，研发了“秸秆高效分
解提升黑龙江垦区耕地质量关键技术”，该课题以复合菌系为核心研制了秸秆与畜禽粪便分解菌剂，耐低温、启动快
，攻克了秸秆分解慢效率低的难题，使用菌剂每亩可节约6%的化肥。发明了“秸秆与畜禽粪便混合发酵微好氧堆肥
化技术”，比常规技术缩短堆肥腐熟时间7天以上，无二次污染，堆肥质量好，实现了秸秆离田肥料化。构建了“秸
秆分解菌剂+机械化全量秸秆还田”和“有机肥+机械化全量秸秆还田”两个技术模式，与常规技术相比，土壤有机
质提升3%，亩产增加15~47公斤。该成果在黑龙江垦区累计推广2000多万亩。黑龙江禾煦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从台湾
引进的一种秸秆腐熟微生物菌剂，分别在黑龙江省的五常市、木兰县、延寿县、291农场、597农场、江滨农场，以及
新疆、吉林等地，试验推广了100万亩左右。大庆市深入实施农业“三减”行动，推广增施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提
升耕地基础地力。采取秸——饲——肥、秸——能——肥、秸——菌——肥等循环利用技术途径，实现秸秆到有机肥
转化。引进有机肥生产企业，加大扶持力度。2018年全市生产有机肥利用秸秆12万吨左右，到2020年全市生产有机肥
利用秸秆26万吨左右。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将20亩实验田的秸秆进行打包粉碎，与辅助剂拌在一起，利用尿素将碳氮
比例提高到最有利于微生物活动的数值后，再将它放到大棚内，调整水分，混拌均匀，利用大棚保温性，将秸秆发酵
成肥料，再作为有机肥直接施到田地中，增加土壤有机含量，达到培肥地力，保墒增产的效果。截至2019年底，全省
秸秆肥料化利用6074.96万吨，其中，直接还田利用5860.21万吨，还田利用率达到57.4%，提前完成年度计划55%的任
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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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燃料化。大力度推进农村能源革命，支持各地扩大秸秆固化压块站建设规模，促进秸秆转化利用。2018年全省
固化压块站开工996个，完工774个，安装生物质炉具46532台。燃料化利用1670多万吨，占可收集量的15.6%。克东县
引进恒诚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于2018年11月建成投产。生物质热电联产是环保项目，公司配置安装了脱硫、脱硝、
布袋除尘等环保设备，该项目达产后，年可代替4.86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排放量分别为112.0
8吨、51.69吨、5892.57吨，仅余热供暖一项，每年就可节省5000多标准燃煤，节省资金300多万元。依安县依托20万平
方米楼房小城镇建设项目，改造12个锅炉房进行集中供热，以玉米秸秆综合利用为突破口，2018年安装了3台生物质
锅炉，2018~2019年采暖期，全部烧玉米秸秆供暖。2019年全县新增加8台11吨位的大型生物质锅炉，加上原有锅炉，
共计11台大型生物质锅炉消耗秸秆进行取暖，预计燃烧玉米秸秆20万亩。大庆市杜尔伯特县一心乡前进村于2018年6
月建成秸秆压块燃料加工站，占地6400平方米，年可产3万吨秸秆压块燃料，让冬季农户的取暖成本比使用燃煤下降2
00余元。青冈2018年建设秸秆压块站45个，实现产能9.7万吨，城镇供暖直燃秸秆2万吨，农户直燃秸秆4.5万吨；2019
年又新建20万吨秸秆压块站1个，2500吨秸秆压块站9个，计划实现产能22.5万吨。宾县2018年全县更换安装户用生物
质炉具3060台。截至2019年底，全省秸秆燃料化利用1451.77万吨，利用率达到14.22%。

 三是饲料化。坚持种养结合，在农牧结合区的畜牧养殖县（市）推行“公司+规模养殖场+农户”方式，开展秸秆
青、黄贮利用，实现专业化定制、标准化生产和统一化供应。依安县各乡镇多渠道引进除尘打方包饲料化利用技术，
加工饲料，全县加工秸秆饲料30万吨。富饶乡采取全乡玉米秸秆全部饲料化利用，全乡9万亩秸秆加工秸秆6万吨，并
且外销内蒙、河北等地。2018年饲料化利用超过1001万吨，占可收集量的9%。青冈市依托畜牧规模养殖场区，青贮饲
料利用秸秆8万吨；拜泉县通过青贮、黄贮、直接饲喂等措施，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截至2019年底，全省秸秆
饲料化利用791.85万吨，利用率达到7.76%。

 四是原料化。引进了三聚环保炭基肥、绿源康拜生态板、国立源纸浆等一批原料化利用企业。2018年，原料化利用
超过60万吨，占可收集量的0.56%。黑龙江辰阳纸业有限公司是以玉米秸杆为原料的技术研发创新企业，经过十几年
的研发攻关，成功地利用物理法将玉米秸杆中的“三素”（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分离，实现了以玉米秸秆为
原料制备高质量纸浆，改变由废纸生产瓦楞纸纤维反复使用所造成的产品质量不稳定和原料不足等问题，既提高了产
品质量，又增加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2019年，青冈市加大原料化企业招商引资力度，2020年新引进青岛一宇集团
工业托盘加工项目。项目达产后，可消耗转化秸秆50万吨；推进现有浩源生物、大连广垠等企业运行投产，通过原料
化利用可转化秸秆1万吨。

 五是基料化。培育了海伦黑臻食用菌、黑龙江稻乐、瑞禾农业、五常秸乐、穆棱鑫北双孢菇等利用秸秆生产食用菌
菌棒、水稻育秧基质生产企业。2018年基料化利用超过20万吨，占可收集量的0.18%。拜泉县利用腐熟肥料做基质生
产蔬菜和水稻育苗盘等。讷河市大力发展水稻育秧盘基质、草腐菌类食用菌基质、花木基质、草坪基料等，进一步扩
大基料化应用覆盖面。黑龙江省青龙山农场从2016年开始引进稻草秧盘育苗技术，将水稻秸秆经过破碎及生物预处理
后，添加了秧苗生长期所需的各种配料，再用机械压制成育秧盘。2019年，青龙山农场20万亩耕地应用稻草秧盘，可
直接消化水稻秸秆5万余吨，节省生产成本2000余万元。到2022年，青龙山农场稻草秧盘项目第三期建设完毕，可实
现年加工稻草25万吨，生产秧盘2.5亿盘，实现地挣钱、粮挣钱和稻草挣钱的发展目标。

 三、取得的实效

 2019年，全省的秸秆综合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干部和农民群众的观念逐渐更新转变。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全省上下普遍形成了统一思想，认识到秸秆是宝贵
资源，只有取之于田、还之于田，才是保护提升耕地地力的最佳选择，才是多打粮、促增收的有效途径。庆安县农民
于洪光2019年种了3000亩玉米，秋收后秸秆全部翻埋还田，2020年再次种植的玉米亩产1650斤，比邻近未翻地农户亩
产高出近300斤，亩纯效益增加200多元。二是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建设有效提升。通过各项补贴政策引导，农民购买秸
秆还田、离田专用机具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我省大型机械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9年玉米秸秆还田机械翻转犁、
深松联合整地机、秸秆粉碎还田机、免耕播种机比2018年增加15274台（套），新增还田作业能力达到2890万亩，打包
离田机械搂草机和打（压）捆机比2018年增加10715台，新增离田作业能力达到2780万亩。秸秆生物质发电厂运行46家
，生物质处理能力750万吨。三是秸秆还田、离田作业效率全面提高。通过做到规划到位、领导指挥到位、目标落实
到位、人机地摆布到位“四个到位”，采取歇人不歇机，24小时连续作业，工作效率全面提升，平均一台机械日还田
作业300亩以上，全省仅用不到1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5%还田目标任务，是2019年全年作业总量的2倍。四是秸秆收储
运体系日渐完善。依托农机合作社组织和企业，培育一批秸秆收储运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专业队伍，构建县域全覆盖的
秸秆收储和供应网络，形成商品化秸秆收储和供应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各类秸秆收储运主体达到2000个以上，秋收
以来共打包离田秸秆2469.5万亩。

 四、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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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对秸秆综合利用认识不足。有部分农民对秸秆的利用价值和就地焚烧的危害认识不足，依然存在着“等靠要”
思想，加之有的地方秸秆综合利用有关政策宣传不到位，仍然存在“燎底子”，烧荒等现象。许多地方抓秸秆焚烧主
要精力放在“堵”上，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秸秆综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这条“疏”的渠道。同时
，运送秸秆费时费力，收购价又低，经济效益不太明显，企业对秸秆利用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机械力量缺乏。全省大马力拖拉机、翻转犁、打包离田机械等秸秆专用处理机械数量不足，尤其是地域分布不
平衡。加之，秸秆打包、出地、运输成本较高，也是制约秸秆处理的重要因素。

 三是产业化加工能力弱。虽然成立了一批产业化利用企业，但从全省看，秸秆综合利用方面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加工
、秸秆固化压块站、生物质发电站较少，产业链条短的问题比较突出。

 五、意见和建议

 要充分认识推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的重要意义，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意义重大。

 （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大美龙江

 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三大攻坚战之一，焚烧秸秆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
点之一。对北方而言，解决秸秆焚烧最主要、最快捷的渠道就是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推动。紧紧围绕建设大美
龙江、美丽中国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推动我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通过政策倾斜、项目资金投入，积极引进一
些秸秆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推进秸秆“吃干榨尽”，不断培育一批秸秆综合利用大型企业。如，黑龙江省杜蒙县引
进了圣泉秸秆生物精炼一体化项目，年可加工秸秆和芦苇50万吨。同时，建议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承包等多种形式，推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二）推动新型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

 秸秆综合利用既是废弃物利用，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农业生产产业化的一次深刻革命。据资料显示
，秸秆既具有保护黑土地的重要生态价值，每吨秸秆平均含有机质150公斤、氮素6.2公斤、磷素2.5公斤、钾素14.4公
斤。秸秆还田也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有效办法，如果黑龙江省1.3亿吨秸秆都以不同形式循环转化
，就是一大特色产业，对于农业科学持续发展，提高粮食产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村改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推广空间。秸秆综合利用不仅能够治理污染环
境问题，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还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通过秸秆综合利用措施，
可以倒逼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农业装备革新改进、科技创新、工农融合、农村产业经营模式转变等，成为
推动农村改革的“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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