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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秸秆，大考题。夏收粮食要颗粒归
仓。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海建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骆海建最近一个多月走村串户
忙收储，不过他收购的不是粮食，而是农作
物秸秆。在阜南县，170多名像骆海建这样
的秸秆经纪人活跃在田间地头，成为一道
别样风景。

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一半在籽实，
一半在秸秆。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深入实施秸秆禁烧制度和综合
利用。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推进秸秆
高值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
控。 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
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要求，全面
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健全秸秆收储运
体系，提升秸秆能源化、饲料化利用能力。

地处黄淮海平原的阜南县，是全国粮食
生产大县，每年粮食产量约 90万吨，产出农
作物秸秆 120万吨左右。2015年起，阜南开
始严格执行秸秆禁烧政策，探索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2017年 7月，阜南县被确定为中央
财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

如今，依托 44 个农机合作组织和 8 家
企业，阜南县建起了 27 个标准化秸秆收储
中心、84 个乡镇级秸秆收储站、320 个村级

秸秆收储点，形成县、乡、村三级全覆盖的
秸秆收集体系，现有秸秆综合利用企业 135
家。2021 年，阜南县秸秆收集量 128.22 万
吨，资源化利用率达 98.5%，实现产值近 55
亿元。

怎样将秸秆变废为宝，解决好农民关
心的这项关键小事？近日，记者走进阜南，
跟随秸秆经纪人，实地探访秸秆综合利用
的“收、储、用、管”路径。

收——
村 里 来 了 秸 秆 经 纪 人 ，

乡 亲 们 对 秸 秆 态 度 变 了 ，从
过 去“ 一 烧 了 之 ”和“ 想 烧 不
敢烧”变为“不舍得烧”

夏收时节，麦浪翻涌。阜南县王化

镇王寨村的田野上，大型收割机纵横穿

梭，搂草机紧随其后，将四散的小麦秸

秆围聚归拢，经秸秆打捆机吞进吐出，

一个个断面整齐的圆柱形草捆随即被

压实打包成型。田垄边，村民刘维付倚

在一棵树下纳凉。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他家的 6 亩小麦秸秆便收完了，草捆错

落有致地码放着。

随着打捆机缓缓驶入下一田块，骆

海建从车窗中探出头来挥了挥手，示意

刘维付前来装运草捆。

“村里来了秸秆经纪人，我们省心

省力又增收。”说话间，刘维付将农用车

开进地头。已等候多时的叉车旋即夹

住草捆，将其稳稳地摞在了车后斗中。

近 年 来 ，每 逢 夏 、秋 农 作 物 收 获

期 ，一 支 由 搂 草 机、打 捆 机、叉 车 等 组

成 的 秸 秆 收 储 队 便 如 约 开 进 王 寨 村 ，

每吨秸秆收购价 200 元左右。一些村

民 还 能 把 自 家 农 用 车 租 给 秸 秆 经 纪

人 从 事 代 运 ，每 捆 秸 秆 收 取 运 费 8 元

钱 。 今 年 夏 收 期 间 ，刘 维 付 驾 车 跑 了

7 天运输，挣了 8000 余元。

江 淮 地 区 夏 收 作 物 以 小 麦 为 主 ，

夏收后、夏种前得清理田块。 60 岁的

刘 维 付 种 了 大 半 辈 子 地 ，以 前 没 少 为

遗留在地里的秸秆犯愁。一家一户打

捆 清 运 效 率 低 ，既 费 劲 又 耗 时 。 前 些

年，不少农民索性一烧了之，导致空气

污 染 ，影 响 交 通 安 全 。 还 有 村 民 烧 秸

秆时，火苗仗着风势蔓延开来，把别人

家 尚 未 收 割 的 小 麦 燎 没 了 ，引 发 邻 里

纠纷。

“一株成熟小麦，除去头部麦穗后，

剩下的就是秸秆。”阜南县农业农村局

科技教育室负责人王建东说，焚烧秸秆

不 仅 污 染 空 气 ，还 使 地 表 温 度 急 剧 升

高，导致土壤板结加重、肥力下降、微生

物 层 受 破 坏 。 通 过 镇 村 干 部 劝 导 、监

管，有些村民不再露天焚烧秸秆，但将

秸秆堆放在河沟中，长期浸泡腐烂后造

成水体发黑发臭。

既 不 能 一 烧 了 之 ，也 不 能 一 抛 了

之，麦收后的秸秆该何去何从？阜南县

着力在“疏”字上找出路。

2017 年 7 月，阜南县被确定为中央

财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阜

南县 2017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方案》提出，“单个收储转运企业或经纪

人销售秸秆达到 2000 吨及以上的，县财

政根据出售正式发票并经乡镇核实后

按每吨 15 元奖补。”

秸秆收储、销售有了奖补政策，这

让常年跑运输见多识广的骆海建嗅到

了商机。他转型当起了秸秆经纪人，先

是租用搂草机、打捆机等建起一支秸秆

收割队，收储后销售给有需求的企业。

随着收储规模扩大，骆海建开始购置农

机，并于 2019 年 10 月牵头成立了阜南

县海建农机专业合作社。

每年夏、秋农作物收获前夕，骆海

建都会走村串户与农民签订秸秆收储

合同。今年夏收期间，海建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秸秆收储订单超过 5 万亩，覆盖

阜南县 3 个乡镇的 10 多个行政村。今

年，王寨村种植小麦 5000 余亩，每亩小

麦通常产生 400 斤左右秸秆，海建农机

专业合作社进村收储，只需一周即可完

成清运打捆。

“过去一烧了之，后来想烧不敢烧，

如今不舍得烧。”刘维付见证了乡亲们

对秸秆的态度之变。

储——
形成县、乡、村三级全覆

盖的秸秆收集体系，变露天堆
放为专业存储，畅通秸秆由田
间进车间的“最初一公里”

夏雨骤至，骆海建披上雨衣，沿各

收储仓库逐一巡查：抬手拽拽雨布，将

秸秆垛子盖得更严实……一路巡查下

来，骆海建未发现漏雨渗水点。这座位

于王化镇的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占地

面积 23 亩，收储量超过 4000 吨，收储范

围覆盖方圆 7 公里内的农田。

“秸秆收得来，更要储得好。”骆海建

说，夏收通常在汛期，过去秸秆露天堆

放，遭遇强降雨后浸泡发霉影响品质，改

善秸秆收储条件势在必行。2018 年 8 月

出台的《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按

照合理半径规划建设规范的秸秆收储

点，形成县有龙头企业，乡镇有标准化收

储中心，村有固定秸秆收储点的收储运

网络”“鼓励社会力量和企业资本投入秸

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政府给补贴，村里优惠多，我们经

纪人投资意愿也高，这不，秸秆‘住’进

了遮风避雨的专属仓。”骆海建说，王化

镇秸秆收储中心于 2020 年 11 月建成投

用，总投资 220 余万元，其中政府专项奖

补 60 万元，收储中心所在的王寨村则按

每亩每年 900 元的优惠价格流转了设施

用地。

步 入 这 座 不 锈 钢 顶 棚 高 达 6 米 的

收 储 仓 库 ，只 见 一 捆 捆 秸 秆 整 齐 码 放

成垛，一台台高位叉车往返穿梭作业，

经 电 子 地 磅 称 重 后 ，秸 秆 即 可 入 库 收

储 。 骆 海 建 带 着 记 者 边 走 边 看 ：秸 秆

草 垛 之 间 预 留 了 消 防 通 道 ，每 隔 一 定

距 离 都 装 配 了 消 防 栓 、增 压 水 泵 等 设

施，仓库内还安装了摄像头，方便实时

了解仓内情况。

2021 年 12 月，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农作物秸秆标准化收储点建设

技术导则》，从选址、布局、安全防控等

多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如今，海建农

机专业合作社已分别在阜南县苗集镇

和王化镇建成两个标准化秸秆收储中

心，总仓储面积达 4000 平方米，秸秆存

储能力逾万吨。

“仓储建在田间地头，打通了秸秆

由田间进车间的‘最初一公里’。”骆海

建 手 持 测 水 仪 对 秸 秆 随 机“体 检 ”，数

据显示含水量均在 15%左右，可以直接

加工。

走出仓库，机声隆隆，工人们正忙着

进行秸秆粉碎作业。收储中心这样的初

加工，既能缩小秸秆体积、降低运输成

本，还能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工棚另一

侧，几名工人正在为打捆机、搂草机等装

备加注机油，开展例行维修保养。

“装备跟得上，秸秆才能收得好。”

骆海建说，合作社目前有打捆机、搂草

机、转运车、叉车等秸秆处理设备 110 多

台（套）。购置秸秆处理设备，能享受几

类奖补。骆海建将一张 2018 年 9 月 14
日开具的秸秆处理设备购置奖补明细

单递给记者，各项优惠一目了然——这

台打捆机总价 10.8 万元，其中国家农机

补 贴 3 万 元 ，阜 南 县 财 政 补 贴 1.17 万

元。据阜南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20 年

至 2021 年，阜南县对秸秆标准化利用企

业、标准化收储中心的设施设备奖补资

金达 2500 余万元。

目前，依托 44 个农机合作组织和 8
家企业，阜南县建起 27 个标准化收储中

心、84 个乡镇级秸秆收储站、320 个村级

秸秆收储点，投用 2 万台（套）农用机械

参与秸秆打捆、运输工作，形成县、乡、

村三级全覆盖的秸秆收集体系。

用——
因地制宜探索“草变气”

“草变电”“草变肥”等秸秆综
合利用模式，包袱变成了财富

“啪”，燃气灶开关打开，淡蓝色火

苗蹿出——58 岁的王寨村村民李国灵

在 蒸 锅 里 放 上 一 屉 馍 馍 ，几 分 钟 便 馏

好了。

“这是我们庄稼地里‘种’出的天然

气。”过去几十年用秸秆生火做饭的李国

灵笑着介绍，天然气由阜南县林海生态技

术有限公司供应，主要生产原料正是秸

秆。今年，李国灵家种植小麦 26亩，夏收

前即与骆海建签订了秸秆收储合同。秸

秆运往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制成天然

气后，又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千家万户。

记者搭上骆海建的秸秆转运货车，

不一会儿便驶入了阜南县林海生态技

术有限公司苗集生物天然气站。厂区

由秸秆疏解、固液分离、沼气发电机组

等车间构成，可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生物

天然气。骆海建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开

始卸车，秸秆首先将被碾磨成 5 毫米左

右的小段，随后与畜禽粪污搅拌混合，

经厌氧发酵后生成生物天然气。“今年

以来，合作社已向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

司出售秸秆 5600 多吨。”骆海建说。

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苗

集生物天然气站站长刘明介绍，站点日

消耗秸秆 150 吨，生产出的沼气经脱硫、

脱碳提纯后，甲烷含量达 96%以上即可

并入管网供气。

2017年 5月，在上海林海生态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阜南县农业废

弃物沼气与生物天然气开发利用 PPP（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获批立项。该项

目总投资 10.44 亿元，在全县布局建立了

8 个生物天然气生产站及 1 个中心站，年

产天然气 5000万立方米以上。

项目全部投产后，阜南县林海生态

技术有限公司的年消纳秸秆量预计可达

36 万吨。根据阜南县秸秆产业化利用奖

补政策，对利用秸秆 500 吨以上的企业，

每吨小麦秸秆补贴 48 元。为充分调动

项目各方积极性，构建利益关系均衡的

秸秆沼气化产业链和价值链，阜南县政

府给予该项目 30 年期限的整县域天然

气供应、废弃物收集等 4项特许经营权。

如今，阜南县生物天然气价格仅为液

化气的一半左右，全县已有 1/3的常住居

民用上了“自产自销”的生物天然气。“这个

项目带来的不仅是居民用气成本的变化，

项目全部投产后，还可中和 5.5 亿千瓦时

的燃煤电厂碳排放。”刘明说。

2021 年 3 月，阜阳市政府与安徽省

能源集团、上海林海生态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安徽省生物天然气产业阜

南模式推广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在全

省范围内推广“阜南模式”。

目前，阜南县与 135 家秸秆利用企

业签订收储利用协议，年利用秸秆 60 万

吨以上，为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累计发放

奖补资金 1.6 亿元，争取中央财政试点项

目资金 6000 余万元。通过大力扶持秸

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能源

化利用项目，阜南县因地制宜探索“草变

气”“草变电”“草变肥”等综合利用模式，

助推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通过秸秆综合利用，包袱变成了

财富。”阜南县副县长王传力介绍，2021
年，全县秸秆收集量 128.22 万吨，资源

化利用率达 98.5%，实现产值近 55 亿元。

管——
遥 感 卫 星 赋 能 科 学 管

理，织密秸秆禁烧防控网，全
县连续 3 年夏季秸秆焚烧火
点为零

“阜南县秸秆禁烧夏季考核连续 3
年零火点！”7 月 1 日，在阜阳市秸秆禁

烧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听到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倪显生通报省级以上卫星监

测结果，王建东长舒一口气。根据《阜

南县 2022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方案》，今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为夏

季考核期，秸秆焚烧火点为零，意味着

今年夏季全县秸秆禁烧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

谁能认定零火点？王建东抬起手

臂指向天空说：遥感卫星。近年来，安

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运用卫星遥感技

术全时段监测监控秸秆焚烧情况，确保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控制、第一时

间处置，有效解决人工巡查视野受限、

监管覆盖面不全等难题。

“卫星遥感无缝监控，织密了秸秆禁

烧防控网。”王建东说，过去每到秸秆禁

烧期，基层干部分块包干、严防紧盯，仍

保不住哪里会点起一把火。引入遥感监

测卫星后，秸秆禁烧监管有了“千里眼”，

确保时间上不留空当、空间上不留盲区。

东 经 115.64 度 ，北 纬 32.61 度 ——

王建东轻点鼠标，调出一幅阜南县某乡

镇此前发生热异常点的卫星监测定位

图。彼时，阜阳市生态环境局阜南县生

态环境分局接到热异常报告后立即响

应 ，根 据 遥 感 卫 星 提 供 的 火 点 发 生 时

间、经纬度和土地类型等信息，工作人

员 2 小时内抵达现场踏勘，并在坐标中

心半径 2 公里范围内开展过火痕迹搜

寻。最终，经属地消防救援站证实，这

处热异常点位为打捆机故障引发的火

灾，依规向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

议办公室申请了火点核减。

据省级遥感卫星监测，阜阳市秸秆

焚烧火点数量从 2014 年的 81 个下降至

2019 年 的 5 个 ，2020 年 至 今 未 发 现 火

点。倪显生说，目前在阜阳市，阜南等

南部低纬度县（市、区）已完成夏收和秸

秆 禁 烧 夏 季 考 核 工 作 ，高 纬 度 县（市、

区）农作物收获期较长，阜阳市的秸秆

禁烧集中督导工作将持续至 7 月下旬。

阜阳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借助遥感卫

星实施科学管理，实现秸秆禁烧工作制

度化、常态化。

阜南县生态环境分局发布的环境

空气质量月报显示：2022 年 6 月，阜南

县 PM2.5 平均浓度为 20 微克/立方米，

较 2017 年 6 月下降 64.3%；PM10 平均浓

度为 34 微克/立方米，较 2017 年 6 月下

降 62.2%；二氧化碳浓度为 5 微克/立方

米，较 2017 年 6 月下降 61.5%；主要污染

物浓度 5 年下降六成以上。

“夏季考核告一段落，但秸秆禁烧

没有完成时。”王建东说，《阜南县 2022
年 秸 秆 禁 烧 和 综 合 利 用 工 作 方 案》提

出，实施农作物秸秆全年全时段、全区

域禁烧。阜南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发

挥 秸 秆 经 纪 人 联 系 农 户 、服 务 农 户 的

关 键 连 接 作 用 ，于 近 期 组 织 开 展 全 县

秸 秆 经 纪 人 培 训 活 动 。 2017 年 以 来 ，

阜南县已开展秸秆经纪人专题培训 10
余 场 ，年 均 培 训 秸 秆 经 纪 人 300 余 人

次，通过以“用”促“禁”，助推秸秆禁烧

常态化。

“培训干货多，让我们对秸秆综合利

用方面的政策掌握得更到位了。”在收储

过程中经常遇到优质秸秆，骆海建感到

直接送往天然气站焚烧有点可惜。去年

的秸秆经纪人培训会上，一堂有关秸秆

饲料化利用的讲座让骆海建萌生了自办

秸秆饲料化利用工厂的想法。项目得到

了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目前进展顺利，

选址已初步确定，预计今年秋收期间可

建成投产。

图①：阜南县王化镇夏收秸秆打捆

现场。 王晓飞摄（人民视觉）

图②：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

司苗集生物天然气站。

阜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

司苗集生物天然气站站长刘明在查看

设备运行情况。本报记者 游 仪摄

图④：阜南县海建农机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骆海建在检查秸秆质量。

本报记者 游 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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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南县秸秆资源化利用率达98.5%。夏收时节，记者跟随秸秆经纪人，探访秸秆综合利用的“收、储、用、管”路径——

秸秆资源化这样做
本报记者 游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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