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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偶尔见见蓝天白云还要拍照

纪念一下，现在是经常见了。”这样的评

价，是对禁烧工作的褒奖和认可，也是

我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见实效

的具体体现。

秸秆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二

氧化碳、氮氧化物等颗粒物，对 PM2.5

的形成有“较大贡献”，会在短时间内造

成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影响市民的身心

健康。所以，在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尤为重要。

秸秆禁烧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

大，需要多部门联动，精准发力，才能

真正解决秸秆焚烧问题。为此，我市

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环保

局、发改局等各部门通力协作，各尽其

责，形成强效管理合力，同时加强宣

传、巡查工作，加大处罚力度，切实把

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

位。

我市耕地质量服务中心加强对东

永高速、金丽温高速、东永二线、330 国

道、双舟线等高速公路及主干道沿线秸

秆焚烧情况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向村民

们宣讲政策，让他们了解禁烧工作的重

要性。同时在全市开展全方位宣传引

导：印发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告知书，发

送秸秆禁烧宣传短信，每年组织召开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会议，提升农民禁止

焚烧秸秆意识；深入道路两侧、田间地

头，营造人人支持、参与、监督露天禁烧

的良好社会氛围。此外，该中心还强化

秸秆综合利用，拓展秸秆综合利用途

径，实现秸秆效益最大化。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借助四个平

台系统、高空瞭望系统等软硬件设施，

建立网格化警情应急处置机制的同时，

还实施全领域监管执法。以全过程监

管闭环，确保形成不敢烧、不能烧、不想

烧的新风尚。

“现在秸秆都能换有机肥，哪里舍

得烧哦！现在空气这么好，我们也不忍

心破坏的。”正在田间劳作的李大爷

说。秸秆禁烧，不仅村里空气好了很

多，而且通过秸秆综合利用，庄稼长得

更壮实，如今，自觉禁烧已成为越来越

多农民的习惯。

近几年，我市通过多部门、多举措

做实做细秸秆禁烧工作同时，不断完

善、延伸“秸秆换肥”收贮运模式，有效

解决了秸秆焚烧污染环境问题，改善了

农村人居环境，助力我市打赢蓝天保卫

战，也谱写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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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我 市
以高质量推进农业
绿 色 发 展 为 引 领 ，
以建设现代生态循
环 农 业 为 主 线 ，突
出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 利 用、农 村 清 洁
能 源 推 广、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整 治 等 重
点 ，探 索 出 了“秸
秆 换 肥 ”模 式 ，并
在 实 践 中 加 以 完
善 ，逐 步 实 现 生
态、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 协 调 发 展 ，从 源
头上解决了秸秆露
天焚烧问题。

我市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取得明
显成效。过去被农
民 视 为“ 田 间 垃
圾 ”的 秸 秆 ，成 为

“金疙瘩”。

变废为宝 综合利用走在前
我市葡萄种植面积共有 1 万亩以

上，为了让葡萄果树更好生长，每年 10

月底果农都要修整枝条。以前修剪下

来的枝条要么堆在田边任其腐烂，要么

晒干后焚烧。焚烧的举措不仅污染空

气还会降低土壤肥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市提出“秸秆

换肥”收贮运模式，首先在唐先镇试

点。现在该镇农户平均每亩可获得

200 公斤商品有机肥，可以减少 40%的

用肥成本，不仅消除了焚烧隐患还实现

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唐先镇“秸秆换肥”的先进经验，是

我市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的一个缩

影。一直以来，我市通过科学选择适合

本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秸秆处

理方式，多举措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目前，我市形成了以肥料化为主，

秸秆原料化、基料化利用稳步推进的秸

秆综合利用格局，2021 年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97.09%。

“我市秸秆综合利用一直走在全省

前列，但水稻秸秆离田利用还是短板。

前两年，我市每年水稻播种面积将近

12 万亩，收割完稻谷后，每亩农田留下

400 公斤左右的水稻秸秆，只能‘秸秆

还田’，水稻秸秆这一大块资源并没有

充分利用。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高秸秆

离田率上下功夫。”市农业农村局耕地

质量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该中心携手浙江农林大学共

同编制《永康市秸秆全量化利用规划》，

强化秸秆利用顶层设计，并以此为基

础，加大秸秆的离田利用，减少直接还

田量。目前我市秸秆全量化利用编制

工作进度位列金华各县市前列，成功争

取到 2022 年秸秆全量化利用试点县项

目，获中央财政扶持资金572万元。

经过几年实践，我市秸秆综合利用

不断完善，就拿收储网点来说，从最早

的唐先镇试点现已拓展到11个镇、1个

中心网点、4 个区域网点、25 个村级网

点，基本实现全覆盖。不光是收储网点

的增加，收集品种也从葡萄枝到果桑、

猕猴桃、梨等枝条，利用模式从生产有

机肥到种植大球盖菇等菌类。品种的

增多、模式的转变，让更多农作物秸秆

变废为宝，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我市通过采用“企业+农场”的方

式，也形成了“一公斤秸秆换一公斤有

机肥”、机械化秸秆捡拾打捆技术等示

范模式。木子家庭农场引进的自走式

打捆机，用机械打捆收集水稻秸秆，加

工草纤维。除木子家庭农场外，我市还

有收集葡萄枝、桑枝条等生产有机肥的

永康市鼎昆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将

果枝条、水稻秸秆粉碎用于制作菌棒种

植菌菇类的浙江菇尔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近几年，我市还将加强宣传工作作

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力

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的先进

典型，引导农民群众改变露天焚烧陋

习，推动了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的蓬勃发

展。2021 年，全市农作物秸秆可收集

量 6.102 万吨，利用量 5.948 万吨。全

年完成“秸秆换肥”2245 吨。秸秆露天

焚烧大幅减少，“秸秆换肥”模式也被农

业部、省农业厅专家认为是秸秆综合利

用的革命性创新，向全省推广。

接下来，我市将以秸秆全量化，利

用试点县创建为契机，对秸秆“肥料化、

原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利用进行扶

持，使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真正做出亮

点，做出特色。

多措并举 秸秆禁烧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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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烫手山芋”到“金疙瘩” 绿色发展守护蓝天白云

我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