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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秸秆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如何合理利用秸秆资源成了当今社会的共同课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宽甸县秸
秆综合利用现状的阐述，提出了本县内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前景、发展建议、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措施。

 秸秆是农作物的重要副产品，也是工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可用作肥料、饲料、生活燃料及工业原料等。近年来，
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作物秸秆量迅速增加，大量剩余秸秆的处理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突出问题。部分农民采取
了直接的焚烧或者随意堆弃，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还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造成大气污染、土壤矿化，影响交
通，火患无穷等等。

 宽甸满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坡地较多，农业比重大，是以旱粮作物为主，一年一熟制的北方农业，全县
共22个乡镇，农业人口35万，在册耕地75.4万亩，其中，玉米种植面积45.5万亩，青饲料种植4.6万亩。如何在农作物
秸秆收储运，循环利用，市场服务，生产机具供应等环节做好引导和扶持，有效解决秸秆综合利用问题是当前农村工
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秸秆综合利用的具体现状及重要性

 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一半在籽实中，一半在秸秆里，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秸秆当作是农业的副产品，存在重
粮食利用、轻秸秆利用的传统观念。传统农业和简单的秸秆利用，仅仅是烧火做饭、饲养牲口、盖房和取暖等。我县
对秸秆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知，深刻了解到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是改善耕地环境、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县2018年末统计，实际可收秸秆26.5万吨，综合利用23万吨，综合利用率达86.8%。

 1、每年秸秆肥料化3.85万吨，其中，结合机械化收割直接将秸秆粉碎还田3万吨，农户堆肥0.85万吨。

 2、秸秆基料化1万吨，主要是宽甸峪程菌业公司生产杏鲍菇将秸秆粉碎作为原料。

 3、秸秆能源化2.75万吨，主要是现有两家秸秆汽化站，两家秸秆固化颗粒厂共使用秸秆1.5万吨，农户取暖做饭使
用1.25万吨。

 4、秸秆饲料化15.4万吨，主要是动监局全力发展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将秸秆作为牛羊饲料。

 为了使得我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我县大力对下辖各村庄、各农户普及燃烧秸秆将产生的危害
以及秸秆可持续综合利用措施的相关知识，有效的提高了各农户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意识，最终使得更多的秸秆能够得
到妥善的保存和使用，在为农村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解决了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的问题，有效的发展了农村循
环生态型经济。

 二、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建议

 1、将村庄的项目建设放在首位，并在其中将秸秆的可持续利用作为项目建设的重点，同时对各乡镇的秸秆资源量
和储备量进行详细的考察，并在其中设立重点关注区域作为试点。除此之外，对整个乡镇以村为单位进行划分，利用
村庄的不同特点来建设秸秆可持续利用模范村、模范项目、模范工程等等，同时不断招商引资，通过吸引优秀的企业
来使得秸秆可持续利用形成一种产业化结构模式。

 2、加强对秸秆焚烧的监督，限制燃煤锅炉使用，严惩露天野外焚烧行为。

 3、县政府给予优惠政策以及资金补贴，宣传推广秸秆利用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同时利用市场调控手段使得农民及
企业对秸秆进行大量回购，最终将秸秆成型燃料环保锅炉投入使用。

 三、存在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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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期以来，群众在耕作过程中所养成的秸秆焚烧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更改。

 2、秸秆收购的工作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同时县政府未能对秸秆去向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造成了秸秆在回购过程
中运输困难，回购力度也较差。

 3、在缺少大型免耕播种机械的情况下，秸秆粉碎还田不利于整地播种。

 四、今后的工作方法

 1、完善领导机制

 实行秸秆治理政府机构责任制，成立以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单位为成员单位的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将秸秆可持续综合利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检查监督工作交由农业部门负责，最终形成一种机构部门共同承担责任、共
同合作的工作机制。

 2、制定工作目标

 按照省政府总体工作部署，结合宽甸县工作实际，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疏堵结合、多措并举”的工作原则
，将“加强秸秆焚烧防控、深入开展巡查监管、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三项内容作为工作的重点，使得组织领导机构得
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大力宣传工作方针的优越性，完善自身的考核奖励机制，并将之作为政府绩效的最终考核标准，
到2020年，全县初步建立起秸秆收储运体系，形成多元化综合利用格局，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的工作目
标。

 3、明确主体责任

 确定各级政府为本行政区域秸秆综合利用的责任主体；将开展宣传的任务交由宣传部门全权负责，令其通过报纸、
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形式对工作的内容进行宣传；由环保部门承担秸秆禁烧工作中的监督管理和调查工作；气化工
程的研究、秸秆发电技术、压块制粒以及秸秆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各项产业方针制定都由发改部门来敲定；由财政部门
负责管理秸秆综合利用中出现的资金流通；国土部门负责对秸秆贮藏用地进行考核；监察部门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进行管理和监督，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4、建立领导包干责任制度

 县政府主要领导总负责。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包地块，农户负责自己的负责田，努力营造秸
秆综合利用的社会氛围。

 我县将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始终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基本规范，按照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践行绿色发展，坚持因地制宜，优先农业，科技支撑，就地就近，市场运作，政府引
导使得秸秆的综合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还要将加强耕地保护作为目标，不断发展秸秆的综合利用方式，推动其原料
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的利用，最终形成一种结构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格局，建设农村生态可持
续发展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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