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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农 村 部 办 公 厅 印 发 的《关 于 做 好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提

出，2023 年，建设 400 个左右重点县、1600 个

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全国秸秆综合利用

率保持在 86%以上。目前我国各地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情况如何？秸秆还田有哪些生态

效益？如何挖掘秸秆离田利用的资源价值？

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秸秆科学还田，提升
耕地质量

秋日的北大荒，风吹稻浪。北大荒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第四管理区种植

户乔春走在水稻田里，欣慰地说：“近些年秸

秆全量还田，黑土地地力提升，养分含量高、

透气性好，庄稼的长势就是最好的说明。”

秸秆还田不是一件容易事。二九一分公

司的耕地多数是黏重的草甸土，地湿时无法

翻耕，旋耕后秸秆在表层分布，灌泡田水容易

漂稻茬。经过探索，技术人员找到了整地办

法——春天泡田水上到土块的一半左右时，

就开始搅浆。把秸秆混进泥土中，不再漂稻

茬，还节省了水资源，就这样，公司 38 万亩水

田真正实现全量秸秆还田。

如今，乔春所在的第四管理区 3.5 万亩水

稻种植坚持秸秆全量还田 7 年后，土壤有机

质增加 0.3%，作物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提高。

一大早，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山村村

民李廷成来到玉米地劳作。早玉米已经收

完，旋耕机把粉碎的玉米秸秆撒进田地里深

翻，秸秆没有离田就做了肥料。“秸秆还田后，

田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李廷成说。

近年来，夷陵区探索适宜丘陵、山区的秸

秆还田模式，大力推广覆盖还田、堆沤还田、

腐熟处理还田等技术，促进秸秆直接还田，提

高耕地肥力。

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

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卫建说，秸秆

还田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主要措

施，是提升农田土壤肥力的主要途径，是有机

肥替代化肥减量增效的重要手段，在保障我国

粮食安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推行秸秆翻埋还

田、碎混还田、覆盖还田等科学还田措施，有

效提升了还田效果。全国年秸秆还田量为

4 亿吨，有效培肥土壤、提升地力。

促进种养循环，推动
秸秆利用

“农作物秸秆上连种植业，下连养殖业，

是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关键纽带。”国家油

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农

业生态与资源环境保护总站正高级农艺师徐

志宇说，秸秆是草食动物不可或缺的“五谷杂

粮”，推进秸秆青黄贮、膨化、压块等饲料化高

效利用，可有效扩大草食动物饲料来源，促进

秸秆利用向产业链、价值链更高层次迈进。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三溪乡下浓村

湖羊养殖基地，饲养员陈九沅开着撒料车，将

混有秸秆、玉米粒等的草料撒入羊槽。

据了解，赣州市每年大约生产 3 万吨草

料，可以供应 8000 只羊一年的草料。然而，

赣州市年末肉羊存栏量 10 万只左右，种植的

牧草远不够消耗量。为了解决牧草不足难

题，赣州绿林湾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开嵘

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这里盛产水稻、玉米

和甜叶菊等，如果就地回收利用农作物秸秆，

就有望解决牧草不足问题。”目前基地一年大

约消耗花生秧 800 吨、玉米秸秆 6000 吨。秸

秆变成饲料，大大提升了利用率。

徐志宇介绍，秸秆饲料化已成为重要的秸

秆农用方式，在弥补优质饲草缺口、保障畜产

品供给、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高效结合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秸秆通过牛羊消化后

过腹还田还能为土壤提供优质的有机肥，将部

分有机质重新归还土壤，提升耕地质量。

多方共赢，串起绿色产业链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经济

产业园的华绿生物公司金针菇工厂生产车间

里，一个个装满菌种的白色瓶子被运送到采

摘车间生长培养。公司负责人宋菊华介绍，

当地有生产蘑菇所用的甘蔗叶、蔗渣等丰富

的原料，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江州区全年糖料蔗种植面积保持在 115
万亩左右，每年产生蔗叶 55 万吨。去年，新

和镇 9 个行政村合股成立村集体公司，与广

西崇左得力新能源公司合作签订蔗叶收购订

单合同，回收的蔗叶用于发电。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付楼村豫岗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宽敞的厂房内，3条生产线同时开

足马力运行，成捆的小麦秸秆在自动流水线上

通过粉碎、烘干、混合、压制成型、冷却等流程，

不到 10分钟，秸秆就被转换为生物质颗粒。该

公司总经理刘征介绍：“这就是以小麦秆、玉

米秆等为原材料加工而成的生物质颗粒，是

一种清洁环保、发热量高、干净且无污染的新

型清洁能源。”

目前，以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沼气工

程、热解气化等生物质能行业有序发展。农业

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农

科院环发所研究员赵立欣说，目前全国秸秆综

合利用成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绿

色发展的突出亮点。推动秸秆高效高值利用，

下一步还要完善收储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秸秆全产业链高

值化利用路径。

上图：江 苏 省 宿 迁 市 宿 城 区 耿 车 镇 刘

圩村，村民将小麦秸秆打捆离田（摄于今年

6 月）。 徐江海摄（影像中国）

今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将保持在86%以上—

用好秸秆资源 助力绿色农业
本报记者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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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日前，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泰州市兴化市、靖江市、泰

兴市以及宿迁市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 6 个县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这是全国首批正式批准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批复要求，6 县（市）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要

促进农业空间结构优化，推动农业安全、绿色、高效发展；加

强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管控，开展生态修复，持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构建等级合理、协调有序的城镇体系，加强城乡融合

发展，优化镇村布局，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严守城镇

开发边界，严控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分阶段时序管控。

此外，还要加大存量用地挖潜力度，推动地上地下空间复合

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批复明确，6 县（市）要不断提升城乡空间品质，构建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要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统

筹布局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安

排居住用地，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严格城市蓝线、绿线管

控，系统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稳步推进城市更新；落实历史文

化保护线管理要求，保护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

境，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城市设计、村庄设计，

优化城乡空间形态，彰显富有地域特色的城乡风貌；完善城

乡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灾体系，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全国首批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

本报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联合中

国科学院近期印发《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方案（2023—

2025 年）》，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合

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工作方案主

要包括组建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开展生态质量监督监

测、全面加强数据管理和质控等方面。

在网络建设方面，积极推进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监

测的协同，在全国范围实现卫星遥感 2 米级季度监测，重点区

域实现亚米级监测；航空遥感作为卫星监测的补充，开展现

场核实和参数验证；地面监测以开展遥感验证、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功能监测为主，从而实现生态质量“天空地一体化”

监测。

在生态质量监督监测方面，建立以全国尺度常规监测和

重要区域、重点生态问题专项监测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根据

工作需求设置不同监测手段和监测频次。

在全面加强数据管理和质控方面，建立统一的全国生态

质量监督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定期向各地推送生态变化图

斑，实时传输地面核实、问题上报等相关数据。逐步建立跨

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机制。实施“三级检查、两

级验收”的质控制度，确保数据质量。

我国将组建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