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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过去曾一度让农户犯

难：烧，污染环境；堆，滋生虫害。

如今在浙江，从田间到车间，这些

“生态包袱”正变成“香饽饽”。

在湖州市吴兴区一农田里，

农户老张将收割的油菜秸秆存储

在附近的“秸秆银行”。“

1

吨秸秆

能换

0.5

吨有机肥，划算！ ”老张

指着仓库里堆成小山的羊粪肥笑

道。这些秸秆经过分拣后，成为湖

羊的“营养餐”，而羊粪经发酵加

工成有机肥，再返田滋养作物，形

成“秸秆—饲料—肥料—农田”的

闭环。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

示，通过“以废换肥”模式，湖羊

养殖成本降低

15%

。这种“农牧互

哺”的循环经济，正成为当地绿色

农业的标准化配置。

走进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的

圣世生物能源公司， 稻秸秆经过

破碎、烘干、挤压，变身直径

1

厘

米的生物质燃料棒。“

1

吨秸秆产

0.8

吨燃料， 热值相当于

0.5

吨

煤，但碳排放减少

70%

。 ”负责人

杨建林介绍，公司日处理秸秆

50

吨，年替代燃煤超万吨，供应周边

热电厂。

在嘉兴桐乡， 当地还探索

“秸秆—基质—食用菌” 产业链，

将秸秆加工成菌菇基料， 年产值

超

2000

万元。从禁烧管控到高值

利用，桐乡的“全域治理”经验入

选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在温州瑞安， 当地探索“秸

秆

+

”模式，推进以秸秆离田肥料

化、 饲料化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模

式，也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新

路子，

2024

年秸秆离田化利用率

达

30%

以上。

在瑞安市某环保公司发酵车

间里， 大型轮盘式翻抛机挥动机

械臂， 定时翻搅秸秆与畜禽排泄

物的混合物， 仓库的成品有机肥

则堆成一座小山， 一辆满载有机

肥的卡车缓缓从仓库驶出。

该公司总经理薛思南介绍，

破碎后的秸秆和畜禽排泄物按照

一定比例配比， 加入菌种混合搅

拌，发酵

30

天至

40

天，然后陈化

2

个多月， 就可以成为有机肥还

田，“

2024

年收进

7000

多吨秸秆

和

6000

多吨畜禽排泄物，产出有

机 肥

5000

多 吨 ， 深 受 农 户 欢

迎”。 他说。

位于瑞安市湖岭镇的瑞安某

禽业公司养殖了

40

万只鸡，每天

处理

20

多吨鸡粪就是一件让人

头疼的事， 而秸秆肥料化处理巧

妙解决了这个难题。 该公司董事

长张林华说，秸秆含有粗纤维，鸡

粪富含氮、磷、钾等多种植物生长

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经过肥料化

处理， 生成有机肥能够提高土壤

肥力，既处理了鸡粪和秸秆，又实

现有机肥返田，可谓一举三得。

瑞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介绍， 下一步将完善一体化布局

秸秆收、储、运、用、管体系，进一

步提升秸秆产业化利用水平 ，促

进秸秆利用向产业链、 价值链更

高层次跃升， 让更多农作物秸秆

“点草成金”。

一根秸秆， 折射的是农业现

代化的绿色答卷。以技术破题、以

机制创新、以产业增值，这场秸秆

“变形记”的背后，是乡村振兴与

“双碳” 目标的深度交融。 此前，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要实施

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行动 ，实

现秸秆离田利用率

35%

以上。 未

来，相信随着更多创新模式涌现，

“生态包袱”将会更多转化为“绿

色财富”。

（胡丰盛）

秸秆“逆袭”记：

从焚烧污染到出口创汇的

绿色革命

在重庆涪陵高新区的现代化厂房里， 金黄的

稻秆经过粉碎、发酵、模压等

12

道工序，最终变成

颗粒均匀的环保猫砂。

3

月

31

日，随着秸秆控股集

团（重庆）产研示范基地正式投产，这种由农作物

废弃物制成的猫砂，正以每月

2000

吨的产能远销

北美市场。 这场始于田间地头的“绿色革命”，不仅

破解了困扰农业多年的秸秆焚烧难题， 更创造出

年减碳

146

万吨的生态奇迹。

黑色困局

每年

2642

万吨二氧化碳的“生态罚单”

每到收获季节，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上空便笼

罩着呛人的烟雾。 数据显示，全市年产生秸秆

1800

万吨，传统焚烧方式不仅释放大量

PM2.5

，更产生

2642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

4800

个标准足球场面

积的森林全年碳汇量。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主任代富

荣坦言：“秸秆焚烧曾是基层治理的烫手山芋，既要

保环境又要保民生，干部群众都头疼。 ”

白色机遇

宠物经济催生秸秆“变身术”

转机出现在宠物经济蓬勃发展的

2023

年。 重

庆秸贝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永丞发现，

国内每年消耗猫砂超

800

万吨， 而传统膨润土猫

砂不仅不可降解，开采过程还会破坏生态。“为什

么不能用秸秆做猫砂？ ”带着这个想法，企业联合

西南大学研发团队，历经

276

次试验，成功攻克秸

秆除臭、结块、抑菌三大技术难关。

金色未来

全产业链构建循环经济闭环

在涪陵生产基地， 记者看到稻秆经高温碳化

后，与竹纤维、活性炭复合制成的猫砂，不仅吸附

力比传统产品提升

40%

，还能自然降解为有机肥。

“我们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以每吨

200

元价格收购秸秆， 相当于每亩地增收

150

元。 ”彭永丞算了笔账：项目满产后可消化

100

万

吨秸秆， 减少碳排放

146.8

万吨， 创造就业岗位

2000

个，形成“秸秆

-

猫砂

-

有机肥

-

优质农产

品”的闭环产业链。

绿色启示

新质生产力激活“无废城市”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到

2027

年，该项

目将带动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突破

95%

， 相当于

每年减少燃烧秸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当

于种植

2.4

亿棵云杉。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秸

秆变宝藏”模式正从重庆向全国复制，目前已在四

川、湖北等地建立

6

个生产基地。

“这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中国农业科

学院专家张新民评价道， 该项目通过技术创新将

农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 既解决了环境

污染问题，又开辟了农民增收新路径，为实现“双

碳”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产业方案。

当秸秆在生产线上欢快“跳跃”，当一袋袋猫

砂从长江码头运往海外， 重庆正用智慧和创新书

写着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篇章。 这场静悄

悄的革命，不仅改变着传统农业的面貌，更在碳中

和的赛道上跑出了“重庆速度”。

（邓俐 邓佳星）

福建古田：

利用秸秆生产食用菌

日前，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成功举办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食用菌生产示范观摩会， 实现农业废

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动“绿色农业”迈向新高度，

助推乡村振兴。 县内食用菌企业代表、种植大户齐

聚现场，共同见证这一农业创新技术的实践成果。

观摩会现场， 大家参观了海鲜菇种植菇房。 菇房

里，整齐排列的海鲜菇菌棒映入眼帘，上面生长的

菇体洁白如玉、肥厚饱满，其良好的生长态势引得

参会者纷纷驻足，大家仔细观摩、交流讨论。

福建福泉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全方位

介绍了利用大豆秸秆、玉米芯种植海鲜菇的核心技

术。 通过将大豆秸秆、玉米芯进行粉碎、预湿后进行

科学配比，制成培养基，结合现代先进的培育工艺，

成功替代了部分木屑棉子壳等原料。 他说“这一创

新举措不仅显著降低了食用菌的生产成本，更重要

的是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高效循环利用。 ”

据悉，此次观摩会由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

福建福泉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充分展

示了现代农业科技的强大创新力量， 同时点燃了

广大农户投身绿色农业的激情。 随着这项创新技

术的逐步普及以及相关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曾经

被视为“田间废料”的秸秆会转变成为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的“宝藏资源”，为古田县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新动力。

（邱嘉淋）

浙江秸秆“变形记”

小秸秆撬动绿色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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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变身“金饲料”

环保发展“两头甜”

小小秸秆， 全身是宝。 近年

来，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为有效解

决农作物秸秆处置问题， 青海省

西宁市湟源县农业局以秸秆饲料

化为主导方向， 稳步推进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化被动为主

动， 通过技术加工将秸秆从生产

废弃物变为多种有益产品， 实现

增收，充分挖掘秸秆潜在价值，延

伸秸秆产业链条，将“生态包袱”

变为“绿色财富”。

湟源县位于农牧业交汇处，

自然环境优美，山清水秀，依托天

然资源禀赋， 畜牧业发展呈现良

好态势，近年来，随着牲畜存栏量

增加、养殖规模扩大，畜牧业呈现

产值产量双增长态势， 饲草需求

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湟源县

因势而动，转变发展理念，积极推

动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 走上

了“农牧联动、草畜结合”的产业

发展路子， 既杜绝了焚烧秸秆带

来的环境污染， 又解决了养殖企

业草料短缺的问题。

据了解， 湟源县农作物播种

面积

29.28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

12.09

万亩、 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

6.88

万亩。 秸秆来源主

要有小麦、青稞、马铃薯、油菜等

作物。

2021

年开始，为了加强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

度，提高农作物秸秆离田率，立足

全县产业现状， 积极构建以饲料

化为主、 肥料化为辅的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格局， 发展农作物秸

秆饲料化产业模式。

记者从湟源县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目前，湟源县有

60

多家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工合作社 、

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打草机、搂

草机、 饲料粉碎机共计

60

多台

套 ， 总收储利用能力达

2.25

万

吨。

2024

年，我县秸秆可收集量

5.03

万吨， 其中饲料化利用量

3.72

万吨，饲料化利用率达

70%

以上， 农作物秸秆还田肥料化利

用量

1.31

万吨， 利用率达

21%

，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91%

以上， 加工后的农作物秸秆

饲料主要销往本地以及省内其他

州县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

湟源县在加快推进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中， 以农作物秸秆饲

料化利用为切口，实现了“秸秆变

肉”， 有效推动了节粮型养殖，农

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不仅有效解

决了秸秆处理难题， 减少了环境

污染， 还为农牧业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 让农作物秸秆成为湟源农

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富”。

曾经，秸秆被视为农业生产

中的废弃物，农牧民有时将它们

作为燃料，但利用率不高。 在地

里焚烧处理还会产生大量烟雾 ，

对环境造成污染。 如今，随着养

殖业的发展，湟源县将秸秆逆袭

变身为黄贮饲料，不仅环保还为

养 殖 户 节 支 增 收 ，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对于养殖户而言， 购买饲料

是牲畜养殖成本的大头， 如今农

作物秸秆变成饲料， 在节省草料

支出的同时， 农作物秸秆的收集

运输、 加工处理等还能吸纳不少

群众在家门口务工挣钱。

废弃秸秆经过加工成了饲

料， 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理难

题， 也保障了养殖产业的饲料供

应，有力推动了绿色农业发展。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环保理念的深入

人心， 以前让人们头疼的秸秆正

在经历一场华丽的变身， 成为绿

色健康的饲料新选择。

下一步， 湟源县农业农村局

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作物秸秆收

储运体系，提升科学还田、高效离

田水平， 拓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途径，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据湟源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