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循环小循环””让田间让田间““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提起“白色污染”，很多人

首先想到生活中常见的塑料
袋。但实际上，田间地头的农
膜也是造成“白色污染”的一大
元凶。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及使用
农膜最大的国家。由于农膜主
要成分是聚乙烯类高分子化合
物，导致其就像一把双刃剑
——在帮助农业增产增收的同
时，对农田也造成极大的污染。

由此，一个现实问题摆在
了人们面前：如何在享受农膜
给农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
减少它对环境的损害？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来
到了多项农业生产指标居云南
省第一的曲靖市，寻找农膜污
染的解决方案。

有偿回收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

初秋的云南，秋高气爽。
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王家庄
镇，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成片
的烤烟叶大而挺拔，与蓝天白
云交相辉映；田地里，农户们正
忙着将成捆的烟叶整齐地堆放
在院里。

云南省是烟草种植大户。
虽然如今烟草地景色宜人，但
在过去，废旧残膜曾是农户们
的心病。

王家庄镇一位烟农提起农
膜“又爱又恨”，他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农膜包含地膜和棚
膜，是继种子、化肥和农药之后
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主要
覆盖在农田上，具有提高温度、
保持土壤墒情、抑制杂草生长
等作用。然而，当残膜积在土
壤里，不仅影响土壤的透气性、
透水性，易引起土壤次生盐碱
化，而且可分解产生有毒物质，
造成污染。

“每亩地要用到7.5公斤农
膜。丰收过后，残膜或弃于田

间地头，或被风吹至房前屋后、
田野树梢，不仅影响村容村貌，
而且污染环境。”该烟农表示。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研究
院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农膜每年有18.6%的量留
在农田中，且全年有 4329 吨
的塑料碎片进入河网并汇入
海洋中。

由于残膜具有危害性，国
家有关部门和不少省市都发文
要求，加快推进塑料农膜污染
治理，提高废旧塑料农膜资源
化利用水平。

“将农膜纳入社会塑料回
收大循环是一种解决方案，但
由于农膜价值低、分散广的特
点，其回收一直是个难题。”业
内专家认为，农膜本是单一品
类单一材质，进入大循环后，不
得不与众多塑料一起面临再分
拣、再分类的命运，这并不经
济。如果能构建属于农膜自身
的“小循环”，让它“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那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

转机从一场循环回收行动
开始。2014年，云南曲靖烟草
公司与云南曲靖塑料（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称曲塑集团）针对
残膜回收达成合作协议。

“我们在签订农地膜采购
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残膜回收
协议，通过合作社收集烟农残
膜，运至回收厂，再由回收厂回
收造粒。”曲塑集团总经理卢斌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们制定了残膜验收标
准、抽检方法以及验收流程，实
施残膜回收运输管理办法，同
时指导合作社以及农户进行残
膜打包。

在与烟草公司的合作过程
中，卢斌感受到，只有让农户真
正受益，才能确保回收工作的
可持续性。

王家庄镇悦民综合服务型

烟农专业合作社社长董学昆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合作社每
年用96吨农膜供应给800多
户烟农，“农户自行回收残膜并
运送至合作社指定的地点，回
收1公斤农膜，农户能得到2元
补贴、合作社能拿到1元，算下
来，部分农户的农膜综合使用
成本可降低二成左右”。

有偿回收促进了农户回收
残膜的积极性。据了解，该模
式已在云南各地的烟草种植区
内推广开来。“从2014年至今，
我们已回收烟草种植残膜约
2000吨。”曲塑集团市场部经
理涂霞说。

零排放残膜处理
让“白色污染”变绿色资源

残膜收回来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残膜。

在位于马龙区的云南科地
塑胶有限公司农地膜回收处理
厂内，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半
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堆满了
3米高的黑色残膜。铲车来回
穿梭，把残膜送进破碎机，经过
漂洗、挤干、打散、风送、塑化、
水冷切粒等工序，残膜就变成
了再生料。

“回收旺季时，一天有58
辆货车来此，要卸下32吨的农
膜。”厂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回收处理与造粒环
节的核心是不能造成二次污
染。基于此，厂区构建了一套
零排放的残膜处理系统。

在污水处理池边，中国城
市报记者看到，黄色的泥沙水
从碎膜与泥水分离机中排出，
工人正将设备中分离出来的碎
膜收集起来。

据作业工人介绍，厂区构
建了一套循环水处理系统，用
于残膜清洗、机身冷却。清水进
到生产系统，污水流入水处理系

统，而后经过处理的污
水再次循环进入生产
系统。这样就实现了
一个完全零排放的循
环生产环境，同时也极
大地节约了水资源。

值得关注的是，
不仅水能循环，就连
水中过滤出的泥土也
有用途。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水处理系统
处理出来的泥土要定
期做毒理检测，在毒
理指标的控制下，泥
土便能应用到更多的
领域里，比如制砖的
原材料，还可以应用
在园艺的培育营养土
里，甚至可以用来吸
附清洗薄膜水里的扩
散氮磷钾。

“残膜在高效合理的堆放
后，就不再是垃圾了，变成了我
们可以利用的原材料，以供下
一步加工使用。”云南科地塑胶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向中国城
市报记者介绍称，用残膜处理
加工成的再生料主要用作工业
包装膜、日用品（片材、涂层、
瓶、罐、桶等），以及电线、电缆
绝缘、合成纸等。

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
方事务局副局长邹玉昆在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膜
回收处理网络体系的建立改善
了农田环境，为农膜造成的农
业污染面源治理提供了一个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曲靖市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2年至
2024年，曲靖市实施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以钉“钉
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加快建设农业生态文明，促
进绿色农业发展。

规模种植的区域可复制推广

“小循环”模式在曲靖市试
水成功后，又被推广到了云南
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

据了解，元谋县是我国特
色农业种植示范区之一，素有

“中国冬早蔬菜之乡”的美誉。
今年4月，元谋绿业元果蔬有
限公司循环回收项目启动。

“往年农户是将残膜直接
给到废品站，现在我们给了绿
业元的合作农户高于市场价的
回收政策，同时选取当地回收
站作为我们的定向回收站并支
付一定服务费，确保及时准确
上门回收。”卢斌说。

回收车上门回收，农户获
得了便利，而且高于市场价的
回收政策让农户受益。农户得
到了回收款，也让下季采购新
膜的订金有了着落，企业也争
取到了下一季市场的预订单。

“我们还与农膜的经销商
合作，利用农膜的销售网点和
渠道，实现销售与回收一体，快

速搭建了回收体系。”卢斌说，
从2014年以来，公司累计回收
8万余吨残膜，实现了约2万吨
再生料生产及应用，每年净化
约150万亩农田。

实践之上，这套回收循环
处 理 方 案 被 取 名 为 PAR
（Post Agricultural Recy-
cle：农业循环再生）模式。

“这是一个新型供应链循
环模式，实现了农用薄膜市场
农户受益、农膜定向回收处理、
再生料标准化生产，以及农膜
再生料的升值应用，形成一个
跨行业的闭环循环链。”业内专
家评价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副研究员张德元认为，我国
塑料污染治理特别是废塑料的
回收利用已进入瓶颈期。要继
续发展塑料循环回收再生应
用，就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
联合创新。

对此，卢斌持有同样观点。
在他看来，农膜回收的再生料在
应用上需多样性，要激励更多的
品牌厂商参与其中，这样才能促
使整个体系良性循环。

记者注意到，生态环境部
等五部门今年初发布的《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21—2025年）》要求，“十四
五”期间，大力推进废旧农膜机
械化捡拾、专业化回收、资源化
利用，建立健全回收网络体系，
提高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和处置
水平。

PAR模式复制推广时需
要注意什么？卢斌建议，要在
一定规模种植的区域进行复制
推广；对于零散的用户，需要政
府动员他们将残膜送到指定的
回收站；零排放的残膜处理系
统前期建设及维护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希望政府在政策上扶
持、资金上投入。

“没有处理不掉的垃圾，只
有没有设计好、利用好的资源，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产品、
使用产品、循环利用产品。”卢
斌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工人们在云南省曲靖市农膜定向回收站开展残膜回收工作。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的农膜生产加工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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