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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菜叶怎么处理？经由固液高效分离

生产线，制作成肥料；

畜禽粪便怎么利用？统一收集处理，田

里多了有机肥；

梯田生态系统怎么维护？“稻、鱼、鸭”综

合种养，增收又增绿；

…………

云南各地探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农业

废弃物融入产业链、有了新用途。

实 践
农业废弃物，催生新产业

沿着乡道一路前行，此行目的地是昆明

市嵩明县。这里是云南省绿叶蔬菜主产区

之一，更是昆明的“菜篮子”，每天都有大量

的 蔬 菜 源 源 不 断 从 这 里 出 发 ，发 往 全 国

各地。

每吨蔬菜在入库时产生废弃菜叶的比例

为 20%至 35%，蔬菜产业发展蒸蒸日上的同

时，整个嵩明年产废弃果蔬垃圾达 30 万吨以

上 ，仅 有 小 部 分 作 为 牲 畜 养 殖 饲 料 得 到 利

用。“烂菜叶”的处理曾经让人头疼，如今却催

生了“新产业”。

废弃菜叶去了哪里？记者跟着一辆装满

了废弃菜叶的运输车一探究竟。

来到产业园区，一辆辆满载废弃菜叶的

卡车正在穿梭，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收集到

的“烂菜叶”正被投入生产线。在这里，废弃

果蔬经过破碎、发酵、提纯、脱水等一系列工

艺处理，成为绿色生态肥料。

取之于田，用之于田。这些绿色生态肥

料被投放到田地里，效益不错。

昆 明 马 场 玫 瑰 园 ，数 十 亩 玫 瑰 争 奇 斗

艳。盛花期时，这里的玫瑰在斗南花卉市场

销售得很好。

马场玫瑰园是新苏润土公司实地考察

后建设的沼液肥花卉种植园。“沼液肥的生

产原材料就是农业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 有 机 废 弃 物 。”新 苏 润 土 公 司 负 责 人 李

敬说。

“使用沼液肥后，病虫害少了，种植成本

也下降不少。”马场玫瑰园的种植户尹国宏

说，经过大半年的试验，效果不错，“我们玫瑰

花的成色好了不少。”

李 敬 介 绍 ，通 过 全 资 源 化 利 用 废 弃 果

蔬，形成“种植业—沼气—有机肥料—生物

有机种植”的农业循环经济基本模式，“让农

业废弃物中的营养元素回归农业生产系统，

补充生产过程中田地损失的养分，从而提高

田 地 生 产 能 力 和 持 续 耕 作 能 力 ，真 正 做 到

‘变废为宝’。”

近年来，嵩明不断探索农业加工和环境

治理配套发展，推进废弃果蔬的资源化综合

利用，不断延伸产业链。现在，嵩明每天有数

百吨的废弃菜叶得到资源化利用处理，高峰

时每天可以处理 1000 多吨。

突 破
资源化利用，重构新模式

作为传统的畜禽养殖区，畜禽粪便曾是

洱海流域的主要污染物之一。为了改善这一

情况，“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

工程项目”以及“洱海流域特大型生物天然气

工程试点项目”应运而生。

走进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田间地头，收运车

往来其间，将洱海流域周边的畜禽粪便集中统

一清收。“过去，我们拿这些垃圾没有一点办

法，村里到处都是堆放着的牛粪，环境卫生可

差了。”李玉武是大理市上关镇东沙坪村的一

名养殖户，家里养着 20多头牛。同村里其他的

养殖户一样，这些牛当天产生的牛粪都会统一

运送到收集站，仅是对牛粪资源化利用，一年

就能为他带来两万多元的收益。“环境变好了，

收入还变多了。”李玉武高兴地说。

为了解决农作物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承担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公司还在原

有畜禽粪便收集系统的基础上成立了废弃农

作物秸秆收集站。如今，沿湖打捞的水葫芦、

蓝藻藻泥等废弃物也被纳入处理范围，实现

有机废弃物收集处理全覆盖。通过对洱海流

域各类废弃物收集处理，年产有机肥规模达

80 多万吨，可以为 100 多万亩绿色生态农业

种植提供肥料。

“有机肥代替化肥，一方面可以解决农产

品品质提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土壤的板结、

酸化的治理等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云南顺丰洱海环保公司董事长钟

顺和说。

云南农业大学也在大理开展农业循环经

济试点项目，构建水稻种植与牧草轮作—奶

牛养殖—沟塘净化体系，牛粪入稻田作肥料，

稻草牧草与沟塘植物作牛的饲料，实现水及

养分资源循环利用，提高水稻品质的同时实

现水体保护。

“养殖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及利用，实现了

资源收集处理与合理利用关键技术的突破；

种—养循环控制净水，实现了农业循环经济在

当地的创新发展。这些突破性进展对当地农

业环境保护和水体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李元说。

前 景
延伸产业链，拓展新空间

在 红 河 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州 元 阳 梯 田 ，

“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让千年梯田焕发出

新的活力。

综合种养模式既促进了当地群众增收，

又保护了梯田的生态系统，让农耕文化得以

弘扬和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三赢的产业振兴路。

“元阳梯田生态系统促进了农业循环经

济发展，念活了‘山水林田经’。”李元以元阳

梯田为例解释道，“好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有

完整的共生系统，梯田的杂草、虫子为鱼鸭提

供了食物，鱼鸭的粪便、水稻秆发酵又形成肥

料，通过食物链的不断延伸，尽可能地将废弃

物资源化，实现循环利用。”

现在，云南各地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探索

不同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在临沧市耿马傣

族佤族自治县，围绕一根甘蔗，可以形成蔗、

畜、沼、地的种养循环，实现产业上下游配套，

提高农业综合产出，增加蔗农收入。在曲靖

市麒麟区，“树下养鸡、鸡粪肥地、地肥育树”

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既提高鸡肉品质，还能

改善生态环境。

“农业循环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流域特

点，因地制宜，努力探索新技术与新方法。”李

元说。“循环链条中的环节越多，排放的污染

物就越少，变成的产品就越多，实现的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就越大。”

“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既

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保护了水体环境和

土壤环境，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良好示范。”李元说，“农业循环经济促进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转变，赋能绿色发展，

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云南探索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废料变肥料 环保又高效
本报记者 李茂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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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菜叶如何催生一
个“新产业”？养殖业产生
的废弃物如何带来额外收
益？农业生产如何形成循
环经济产业链条？近年
来，云南坚持绿色发展，不
断推进废弃物资源化、产
业模式生态化，开展农作
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等
综合利用，探索农业生态
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乡村生态振兴。

本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者吴秋余）近日，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保监

会、证监会、外汇局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

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推进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科创金融

改革，加大金融支持创新力度。

总体方案着眼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与互动，紧扣科

技高水平供给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以金融支持长三角协同创

新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广渠道、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科创

金融服务体系为主线，从健全科创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推动科

创金融产品创新、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科技赋

能金融、夯实科创金融基础、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等 7 个方

面提出 19 项具体政策措施。

总体方案提出，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将上海市、南京市、

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打造成为科创

金融合作示范区、产品业务创新集聚区、改革政策先行先试

区、金融生态建设样板区、产城深度融合领先区。

人民银行表示，总体方案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协同推进

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形成金融供给和需求结

构平衡、金融风险有效防范的良好生态，打造科技创新和制造

业研发生产新高地。

八部门发文加大金融支持创新力度

推进上海等五地科创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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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山头远眺，山地葱茏，新绿

漫向远方。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

园当村村民马雪梅的记忆里，20 多年

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

1999 年，马雪梅回乡承包山地，

打算种树。原本是想借此改善生活，

没成想，第一批树苗秋冬季种下去，

来年春天一场小雨，树就被冲走了一

半。马雪梅这才得知，自己承包的这

片地，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区。

她着急，却不甘。“不是良田，我

也要把它变成良田！”就这样，马雪梅

开始和这片地“较劲”。

专家一个个找，办法一个个试。果

树种不活，就先种草。一开始，土壤肥

力太差，有的地方连草都长不出来。地

表温度太高，化肥用多了树苗“烧”死

了，用少了太阳一晒又蒸发了。后来，

专家建议用土肥，但土肥贵，马雪梅囊

中羞涩。于是，她开始养河田鸡、养

猪。这不仅让她有了充足的土肥供应，

还缓解了种树的经济压力。

慢慢地，土地有了变化。每次下

完雨，马雪梅都小心翼翼地用锄头把

土刨开。最开始，只有土壤表层是湿

的，下面根本挖不动。种草、养山，一年年过去，马雪梅发现，雨

水逐渐往下渗透，土壤里层也变得松软湿润。

“草长得越来越好，地越来越肥，树苗存活率也提高了。”马

雪梅说，20 年斗转星移，荒山变成了绿山。

如今，马雪梅承包着 600 多亩山场，板栗树枝繁叶茂，脐橙

收获时满园清香。种树和养殖的年收益已经达到了百万元，还

带动了 10 多户乡亲就业致富。

“荒山变绿，土地生金。未来，这片地会越来越好，日子也会

越来越甜。”马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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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者吴月）近日，教育部等 7部门

印发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要求明确

实施范围、完善管理体制、强化供餐管理、严格资金使用管理等。

全国农村学生营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0 多年来，营养

改善计划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身

体素质明显提升。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提出，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和学校应大力推

进学校食堂供餐。学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统一管理，不得

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在供餐形式上，原则上应提供完整的

午餐（热食），暂时无法提供午餐的学校可选择加餐或课间

餐。实施办法还要求各地各校加强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实施

全过程监管，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等。

在严格资金使用管理方面，实施办法提出，中央财政安排

的营养膳食补助资金要设立专门台账，明细核算，确保全额用

于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学生用餐。不得直接发放给学

生个人和家长，严禁克扣、截留、挤占和挪用。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印发

营养膳食补助要设立专门台账

图①：马雪梅在山上的果园里给脐橙树施肥。

周 义摄（新华社发）

图②：2012 年 1 月拍摄的长汀县濯田镇塘尾角荒山。

福建省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供图（新华社发）

图③：2019 年 8 月拍摄的荒山治理后景象。

福建省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供图（新华社发）

“今年已经接了 50 多头牛犊，

还有 10 多头待产的母牛。”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以

下简称“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

布日很茫哈嘎查，脱贫户吴七十三

这几天正忙着接冬季牛犊，“过冬饲

草早就备好了，足够我家这 100 多

头牛吃！”

吴七十三说，他家过去可没这

么多牛。和很多牧民一样，他一直

想扩大养殖规模，可抵押物不够就

不能贷款，缺乏资金的问题没法解

决，大伙儿都很发愁。2019 年，中国

农业银行创新开展牛活体抵押贷款

业务。截至目前，贷款政策已惠及

养殖户 2.2 万余户。吴七十三凭借

40 万元贷款，建牛圈，购母牛，迅速

扩大了养殖规模。

规模扩大了，牛的质量也得跟

上。来到巴彦呼舒镇养殖户宝冬宝

家，棚圈里毛色光亮、体格健壮的小

牛犊格外引人注意。说起养牛的秘

诀，宝冬宝告诉记者：改良。

科右中旗引进的内蒙古中农兴

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是兴安盟目

前唯一一家国家级种公牛站。从

2020 年 9 月至今，公司免费发放优

质冻精 16 万剂，配种基础母牛 6.2
万头，已产牛犊 3.7 万头。宝冬宝就

是运用公司提供的冷配技术，改良

了自家的牛群。良种繁育帮助农牧

民提质增效，采用改良配种科学技

术的农牧户数量逐年递增，全旗肉

牛人工授精覆盖率达 98%以上。

科右中旗还实施了 2 万头肉牛良种繁育示范基地项目，

打造“种养+融合”发展、资源节约、生态循环、产业集聚、安全

高效的标准化、规模化牧业发展新模式。

量大质优，还要能卖得出去。2020 年 5 月，科右中旗鸿安

大庙牛羊交易市场开集营业，不仅为当地养殖户搭建起良好

的牲畜购销平台，还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开市以

来，牛交易量达 32.5 万头，交易额达 34.7 亿元，辐射带动科右

中旗周边 500 公里的农牧民。

巴彦呼舒镇养殖户吴巴根那，也是鸿安大庙牛羊交易市

场的牛经纪人。每逢开集日，吴巴根那都会早早来到市场，挑

选品相好的牛。“以前得跑几百公里到通辽市去买牛，现在家

门口就有交易市场，省心省力还省钱。我在这里一共采购了

2000 多头牛。”吴巴根那说。

近年来，科右中旗逐步构建起现代肉牛产业体系，延长产

业链条，创造更多价值，推进肉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科右

中旗围绕屠宰加工、分割、包装、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实施

了 20 万吨冷链物流配送及深加工项目，加快构建从饲草、繁

育、育肥到加工、物流、餐饮等全流程的现代肉牛全产业链。

项目将于今年 12 月达产，届时，项目生产能力可达年屠宰肉

牛 10 万头，年配送牛肉 20 万吨，精深加工牛肉 2.5 万吨。

随着一系列促产业发展举措的实施，科右中旗全旗肉牛

存栏量从 2018 年的 16.6 万头增长到现在的 40.76 万头，肉牛

养殖户、合作社数量分别从 2018 年的 1.5 万户、200 家增加到 3
万户、400 家，户均存栏 15 头。在肉牛产业拉动下，全旗农牧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8 年的 9700 元提高到 10835 元。

“相信我们农牧民的日子会越来越牛！”吴巴根那对未来

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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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佛山市图书馆馆长黄百川介

绍，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转变为参与者、提

供者和创造者，串珠成链，涵养着城市的书香

气息。

10 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施行，为人民群众的读书看报等基

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对公共图书馆的设施建设、

运行方式、服务提供、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等

作出了具体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出台，保证了公共

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服务能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图书馆

事业蓬勃兴旺发展。”

——设施体系不断完善，优质资源向基

层延伸。

“抬脚能借书，方便又快捷！”湖北武汉市

民王万荣说。在武汉，80 多个汽车图书馆服

务点，147 台自助图书馆，100 多家市、区、街

道、社区公共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读者

不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借还书，便捷的

借阅流程吸引读者人数不断增长。

武汉图书馆馆长李静霞说：“武汉建成了

‘中心馆—总分馆制’四级图书馆服务网，图

书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截 至 2021 年 底 ，全 国 共 有 公 共 图 书 馆

3215 个，乡镇（街道）文化站 4 万多个，村级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 万多个，农家书屋

58 万 多 家 ，所 有 公 共 图 书 馆 均 实 现 免 费 开

放。为了把优质的阅读资源向基层延伸，各

地推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原来的社

区、乡村的“单一供给”转变为“多元供给”

“交互供给”，图书资源更加丰富和优质。截

至今年 6 月，已有 2642 个县（市、区）建成图

书馆总分馆制。

——服务创新日益多元，满足群众个性

化文化需求。

“装修设计时尚，服务贴心周到。”山东日

照市民李伟涵对“城市书房”称赞不已，“与书

为伴，文化生活有滋有味。”

目前，已建成 1.8 万多个“城市书房”“文

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

更加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此外，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广泛开展“你

看书，我买单”服务，新书采购由读者说了算，

大大提升了图书馆的人气和满意度。青岛、

成都等地打造文化超市，采取个性化、“订单

式”服务，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北京、天津等

地发行“文化惠民卡”，将包括图书在内的优

惠文化产品打包，让群众自主选择。

——线上服务不断升级，让阅读打破时

空制约。

“手指点点，邮书到家。”最近，浙江宁波

图书馆推出的“天一约书”服务吸引了市民华

西新的注意。无论在山区还是在海岛，只要

有 一 部 手 机 ，读 者 便 可 轻 松 享 受 图 书 借 阅

服务。

据介绍，目前全国所有的地级市图书馆

以 及 99% 的 县 级 图 书 馆 ，都 能 给 读 者 提 供

145TB 的 数 字 资 源 ，其 中 包 括 30 万 册 电 子

图书、7700 余种期刊、20 万首音乐音频等。

在此基础上，各地不断创新数字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线上借阅、网络阅读等活动赢

得 了 广 大 群 众 尤 其 是 年 轻 读 者 的 欢 迎 和

点赞。

“读者人数的迅速增长体现了人们对公

共图书馆服务的认可。下一步，我们将坚持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全民阅读，努力为

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和

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