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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米、小麦等作物的一生中，果
穗生长时间仅占约 1/4。其生物量的
40%转化为秸秆，25%~30%的氮、20%
的磷存在于秸秆。可以说，农业的产物
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秆。秸秆是名副
其实的另一半农业。”在近日举行的“双
碳”背景下秸秆高值利用成果报告会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姚宗路指出，目前我国秸
秆综合利用率已达87.6%，但产业链总
体效益不高，需要走“高值化”综合利用
之路，“找回农业生产的另一半”。

20年攻坚 综合利用率大幅提升

有人也许还记得一则新闻：1998
年，四川双流农民焚烧秸秆导致当地机
场数十个航班不能正常起降，由此引发
了社会对于秸秆焚烧的广泛关注。

1999年，彼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农业部等多部门以禁烧为主出台了相关
文件，开始对秸秆焚烧的治理工作。

但是，此后十多年间，这些火始终难
灭。每年收粮季节，农民与巡查人员之
间的“躲猫猫”行为屡屡上演。

2015年后，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文件。农业农村部
还组织成立了秸秆综合利用“专班”，全
面推进相关工作。

据姚宗路介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大力支持下，2016年以来，中央财政累
计安排约100亿元财政专项奖补资金，
积极支持各地开展农作物秸秆高值化利
用工作。目前，我国已建成了1000余个
农作物秸秆高值化利用试点县。

正是经过这20多年的攻坚，交出了
一份令人欣慰的成绩单：2020年全国秸
秆产生量8.56亿吨，可收集量7.22亿吨，
利用量6.33亿吨，综合利用率87.6%，较
2015年提高7.5个百分点，较2008年提
高约18个百分点。尤其是部分省市综合
利用率已经不低，如北京综合利用率超过
99%，河北综合利用率超过97%。

产业链总体效益不高制约可
持续发展

醒目数字背后，秸秆的利用却仍存

在不少挑战。
据了解，全国秸秆利用的方式主要

是“五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
基料化、原料化，利用量占秸秆可收集量
的比例分别为 62.1%、15.4%、8.5%、
0.7%和1.0%。可以看出，大多数秸秆都
用于还田。

虽然综合利用率已经不低，但产业
化主体发展滞后，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加工集约化水平低，产品的经济性
也堪忧。

姚宗路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秸秆
离田利用还是以小农户自用为主，市场
化主体利用量仅占离田总量的20.8%；
年利用量 1 万吨及以上的市场主体
1562家，占4.9%，主要为饲料化和燃料
化利用；年利用量10万吨及以上的市场
主体只有66家，仅占0.2%，以燃料化利
用企业为主。

“整个产业链总体效益不高，收储成
本占比相对较高，都影响了产业发展的
积极性与可持续性。”姚宗路认为，破题
之路是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即走“高值
化”综合利用之路。

实现“高值化”已有多条路径

怎么实现“高值化”？一般有三个

发展方向：生产生物基材料，比如聚乳
酸等；制成乙醇、丁醇等液体燃料；转
化生成氢气、生物天然气等。

“你们看看，我这一身都是聚乳酸
做的。”在成果发布会上，安徽丰原集
团董事长李荣杰身穿白色衬衣、蓝色裤
子，颇为自豪地向大家展示，“我们以
玉米、木薯、秸秆等农作物或农林废弃
物为原料，经现代生物发酵技术，能生
产出一系列塑料替代制品，比如塑料餐
盘、包装袋、地膜等，甚至还有服装、
口罩、皮革等。”

例如，在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上，
供参会者使用的注塑类餐具、一次性餐
具等全部都是由聚乳酸制成的。它们不
含双酚A和甲醛，焚烧时不会释放出
氮化物、硫化物等有毒气体；在堆肥条
件下，可在半年内经微生物作用降解为
二氧化碳和水。作为绿色奥运的一项重
要举措，这种可降解材料可谓发挥了重
要角色。

经常造成“白色污染”的地膜也可
以由聚乳酸制成。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家磊介绍，他们
在新疆石河子棉花作物种植实验中发
现，聚乳酸降解地膜与传统PE地膜相
比，出苗率一致、保水性提升 20%、

控杂草能力接近，已能满足棉花生产
覆膜的基本要求，为农膜发展提供了
新方向。

此外，目前还有了以秸秆为原料，
生产混合糖联产黄腐酸高效有机肥技
术，不仅可以在果蔬、花卉种植领域广
泛应用；还可以与工业结合，通过建立
分散式制糖厂等为农村农民提高收入找
到出路。

行业堵点仍待打通

“秸秆的原料化利用是农业生态产
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实现秸秆高值
化利用的重要保证。”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资司原司长任树本认为，在双碳背景
下，以秸秆为原料的生产过程对于提升
企业的碳汇价值，为下游生物基制品改
善碳足迹数值，实现产品减碳甚至实现
产品碳中和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

“现在重要的是提高认识。”原农业
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指出，“理念创新
是‘找回另一半农业’的根本前提。”

在他看来，农业农村可以成为绿色
能源的大基地。每一棵农作物都是绿色
能源的生产机器。目前，要进一步深化
各层面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
特别是对秸秆资源及其产业定位的认
识，充分发挥农业农村生物质资源优
势，“鼓励就地取材、就地建厂、就地
转化、就地利用”。

姚宗路提出，要进一步发挥科技的
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科研项目立项。

“除了加大科研投入，还可通过与企业
积极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示范基
地，对关键技术熟化转化。”他还建
议，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立专项资金，鼓
励传统秸秆综合利用企业适度转型，探
索以奖代补模式，对处理秸秆量大、过
程清洁、减排固碳效果好的企业设立奖
励资金，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宏
斌提醒，目前，“变废为宝”除了呼唤
技术支撑外，尤其要重视协同联动机制
的建立。因此建议国家及地方积极制定
配套政策，在秸秆离田收储、运输和高
值产品应用等方面打通堵点，建立与完
善市场流通保障体系。

秸秆利用呼唤“高值化”

找回农业生产的“另一半”
本报记者 王硕

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8月9日，记者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宁夏目前已部署14个方面41条任务
措施，对“双碳”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总
体安排，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出台“双碳”
实施意见的省份。同时，宁夏发改部门编
制完成了《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列入
自治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并报请国家审核
衔接通过。

根据会议通报，宁夏2021年全区地级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3.8%，连续5
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 80%;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为 62 微克/立方米,较
2017年下降18.4%;细颗粒物（PM2.5）平均
浓度为 27 微克/立方米,较 2017 年下降
20.6%。

宁夏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蒋哲文告
诉记者，宁夏已委托第三方智库机构率先在
全国开展“双碳”地方立法研究，“双碳”立法
研究列入了2022年度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立
法调研项目计划。围绕“精准核碳、科学控
碳、智慧减碳”，宁夏发改部门还会同宁夏“双
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成立宁夏“双碳”数智
监测中心，依托宁夏能源大数据中心，搭建宁
夏“双碳”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汇集能源、工
业、交通、建筑、农业等各行业领域碳排放数
据，为政府科学决策、企业智慧减排、公众绿
色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围绕二氧化碳技术减排路线，宁夏还按
照“变废为宝”“点碳成金”“循环利用”思路，
结合宁夏“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发展需求，委
托第三方智库开展二氧化碳产业发展研究，
提出契合产业发展需要、具备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碳产业发展路线图，为培育碳产业、
发展碳经济、促进碳减排提供科学支撑。

“今后，我们将锚定‘双碳’目标，积极稳
妥推进碳减排工作，严格高碳排放项目环境
准入，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降低能耗强度和
碳排放强度。”蒋哲文表示，接下来，宁夏将推
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推进绿能开发、绿氢生
产、绿色发展，从而助力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
源综合示范区。

宁夏在西部领先出台
“双碳”实施意见

火热八月，正是葡萄成熟季。走
进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靓松家庭农场
葡萄基地，一株株葡萄藤蔓与绿叶缠
绕在一起，葡萄果粒大小均匀，色泽油
亮，尝一口果肉口感清甜，果香馥郁。

“我跟葡萄打了十七八年交道，从
2010 年开始尝试大棚种植。从 2016
年成功进入G20杭州峰会水果供应总
仓打响名气后，订单接踵而至。今天
晚上发杭州就要 2300 多箱。”靓松家
庭农场负责人陈青松说。

浦江位于金衢盆地东北角的小盆
地，雨量充沛，土质适合葡萄生长。浦
江葡萄以其绿色安全、口感好、色泽
佳、甜度高等优点，在国内外都拥有较
高的知名度。

如今浦江已成为全国葡萄产业绿
色发展的新典范，“浦江葡萄”驰名大
江南北，浦江也称为“江南吐鲁番”。
县里有葡萄专业合作社 149 家、家庭
农场 561家、种植户 1万多家；37家葡
萄企业获国家绿色食品标志；纳入组
织化管理的葡萄面积已超过 4.5 万
亩。截至2021年底，浦江葡萄种植面
积达 6.9 万亩，设施化栽培率达 99%，
年产量12.79万吨，年产值12.13亿元。

葡萄当之无愧已成为全县农民致
富增收的大产业。那这共富“密码”在
哪里呢？

减产提质增收

种植管理上，浦江政府近几年大
力推广标准化、省力化、设施化、智能
化等种植技术，广泛使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药化肥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倡
导葡萄秸秆粉碎还田等生态种植模
式，加强了葡萄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
还在全国首创了葡萄价格指数综合保
险，为浦江葡萄精品、高效、优质战略
提供有效保障。

“叶果比例要控制好，严格控制种
植密度。很多农户追求产量，一亩要
种出五六千斤葡萄，我们一般控制在
3000斤以内。虽然葡萄产量降低了，
品质却提高了，确保了颗颗都是精品，
市场效益当然更好了。”陈青松说。

2015 年开始，浦江按照“产销可
记录、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
可追究”的总体要求，建立了覆盖县、
乡、生产主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系统。目前，已有283家合作社、家庭
农场进入追溯系统，涉及面积 35000

余亩，浦江葡萄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
己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同时，积极引进中国农学会葡萄
分会会长刘俊研究员团队，于2019年
6月在靓松家庭农场成立了院士专家
工作站。

快速提效增收

葡萄产业链上物流环节是重要一
环。

为助力浦江葡萄销售渠道多元
化，浦江顺丰快递、中国邮政等公司从
葡萄包装到冷链运输，依托科技创新，
提供了一站式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之前我们寄到杭州是通过气泡
袋和泡沫箱再加冰袋的包装模式，成
本比一般的快递要高。现在我们改良
之后，就通过普通的纸箱加OPP袋，再
加葫芦膜的模式，这样的快递包装成本
比之前的包装成本降低了一半。新鲜
水果上午寄出，下午送达；下午寄出，次
日早晨送达。”快递业代表楼悦理说。

观光农旅增收

除了销售葡萄，浦江还开展葡萄
风情农家游。借助葡萄基地规模大、
周边生态环境好、水塘水库多的优势，
推出了葡萄观光一日游、垂钓、采摘葡
萄、品农家菜等旅游活动。

农产品质量过硬，也要懂得吆喝。
这些年，浦江在葡萄推介上没少

下功夫。从2008年起，浦江县政府每
年拿出专项资金，在七月下旬或八月
初举办“葡萄节”。通过外出推介、旅
游线路推介、葡萄经销商签约、葡萄种
植能手评选等一系列活动，确保了浦
江葡萄的销路通畅。

2021 年，浦江成功注册“浦江葡
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志着浦江向
实现品牌富农、助力乡村振兴迈出了
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
政协办公室）

浦江：甜蜜葡萄串起共富路
傅丽英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8 月 16 日，
广西龙云灌区工程开工建设。该
工程是国务院部署实施的150项
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2022
年国务院第167次常务会议确定
的今年重点推进开工建设的6大
灌区之一。总投资52.78亿元。

广西龙云灌区主要解决灌区
农业灌溉、城乡生活及工业园区
供水问题，并为改善区域水生态
环境创造条件。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为新建蟠龙、中甘岭、云良等
3座水库；新建引水渠11.94公
里，新建 4 条输水干管 （渠）
34.53 公 里 、 新 建 29 条 支 管
（渠） 34.05公里，新建泵站26
座，对现有灌区的骨干渠系进行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等。

据了解，广西龙云灌区总工
期54个月，其中施工准备期为
6个月，主体工程施工工期为52
个月。施工准备期主要完成场地
平整、场内道路、施工工厂、生

产和生活用房、供水、供电等项
目。今日开工建设的主要内容为
中甘岭水库施工。

玉林市是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试验区，正在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龙云灌区涉及的北流市列入
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玉州区、
福绵区、陆川县列入国家粮食增
产后备区，建设龙云灌区对于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工程建成后，可合理配置区
域水资源，改善玉林市周边地区
农业灌溉条件，预计可新增灌溉
面积 21.0 万亩，恢复灌溉面积
8.8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4.2万
亩；可向周边工业园区及铜石岭
旅游度假区、高铁新城等区域供
水，年均供水量 3.61 亿立方
米，受益人口226万人。工程的
实施，将为强化项目区粮食生产
安全和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保
障、改善南流江水生态环境、发
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推动当地乡村
振兴创造积极条件。

广西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开工建设
将解决54万亩耕地灌溉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
者从水利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7月底，我国新开工重大水
利工程 25项，完成水利建设投
资 56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71.4%.

数据显示，截至 7月底，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淮
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等标志性重
大水利工程相继按期开工建设；
在建水利项目达到 3.18 万个，
投资规模1.7万亿元；水利工程
施工吸纳就业人数 161 万人，

其中农民工123.3万人，为稳投
资、促就业作出积极贡献。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表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村水利是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
农村供水安全事关亿万民生福
祉，大中型灌区是端牢中国人饭
碗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年以来，
水利部将农村供水、大中型灌区
建设和现代化改造作为惠民生、
稳经济、促增长、保就业，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多措
并举，全力推进。

水利部：

今年已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75亿

本报讯 （记 者 高 志 民）
2022年 8月15日，湖南师范大
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中共湖
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
工作专家组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共
同发布的《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
乡村振兴报告（2022）》（以下简
称蓝皮书）指出，要发挥地理优
势，不断拓展特色农产品生产立
体耕地空间。

蓝皮书指出，湖南既有丘陵
与山区，也有大江大湖和平原，
地理结构复杂，呈现农业发展区
域差异性与发展路径多元性。而
全省人均只有七八分地，尤其是
山区人均只有三四分地，这不仅
是湖南农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与最
大约束，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难点所在。因此，湖南应该充分
发挥地理条件多元的优势，积极
拓展特色农业生产空间，同时补
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这一短板。

蓝皮书指出，一是向“四
荒”地拓展特色农业生产空间。
在县域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农地流转以及
公开招拍挂等方式，依法流转农

村集体所有的“四荒”地经营
权，引导市场主体利用“四荒”
地发展特色农业。

同时，向水域拓展特色农业
生产空间。因地制宜、科学谋
划、主动作为，借鉴与推广成功
经验。提高对大水面生态渔业的
科学认识，特别是渔业在保水、
净水与水域生态修复中的作用；
加强部门间、产学研间的专业协
作，科学规划，综合施策；发挥
本地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借鉴
千岛湖、查干湖等经验，引进先
进成熟的养殖模式与技术；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加强大水面鱼品
品牌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蓝皮书指出还向林地拓展特
色农业生产空间。出台支持林下
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利用适宜利用的林
地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
林旅游，延长林下经济产业链
条。加大油茶发展支持力度，推
进具有一定油茶产业发展基础的
县域联合打造全国油茶产业发展
示范区。

《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2）》指出——

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农产品生产空间

在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唐庙镇在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唐庙镇，，小麦秸秆被打捆后运输离田小麦秸秆被打捆后运输离田，，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王硕）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表示，
将推动全国于2022年建设不少
于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为群
众提供更多方便可达、管理规范
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通知指出，要充分认识“口
袋公园”建设对于拓展绿色公共
空间、方便群众就近游园的重要
作用。在选址上，要优先选择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
盖不足的区域。在设计和建设
上，要注重保护原有地形地貌
和大树老树，优先选用乡土植
物；充分考虑周边群众需求，增
加活动场地，落实适老化和适儿
化等要求。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

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
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面积一般在 400平方米至
10000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
游园、小微绿地等。因其小巧多
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使用等
特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
研究制定本地区《2022年“口袋
公园”建设实施方案》，主要包括
建设计划（含数量、位置、占地面
积以及落实建设资金等情况）、推
动工作的具体举措以及保障措施
等，每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力争2022年内建成不少于40个

“口袋公园”，新疆、西藏等地可
结合实际确定建设计划。

今年建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