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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平湖市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正迈入更
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
阶段，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势在必行。当湖街道现有耕地面积
13665 亩，常年蔬菜地面积 2642.16 亩，其中 20 亩以上规模种植
基地面积 600 亩，以芦笋种植为主。通过在规模种植基地践行以
生态学原理及其规律为指导，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
特征的内循环模式，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有效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主要模式
（一）芦笋母茎机械化粉碎还田模式
利用秸秆还田除草机，将芦笋母茎直接粉碎于田间，就地发

酵作基肥。在嘉兴劳利辛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芦笋母茎机
械化粉碎还田示范基地，示范面积 180 亩，辐射面积 379.5 亩。

（二）资源化堆肥利用模式
将废弃蔬果、杂草枯叶等有机废弃物运送至资源化处置中心

进行专业的堆肥处理，而后将堆制而成的有机肥再运回基地用于
蔬菜种植。在开心农场等蔬菜基地试行资源化堆肥利用模式，面
积 40.5 亩。

二、关键技术
（一）机械改装
对拖拉机进行一系列机械改装，前面增加压倒装置，后面增

加粉碎装置，加装深浅平衡轴，使其成为粉碎机；同时，将 35 马
力的机械动力增加到 75 马力，将轮式的车轮改成履带式，以增强
机器的驱动力和灵活性，提高芦笋母茎粉碎效果。

（二）风险防控
重点抓好芦笋母茎直接还田后病菌感染风险的防控。原先只

需在收割后用药剂消毒一次，现在直接粉碎还田需消毒两次，在
芦笋母茎割除前 3 天和粉碎还田后各消毒一次；此外，在农药施
用浓度不变的前提下，需增加 20%水量。

（三）微生物堆肥
将蔬菜基地产生的废弃蔬果、杂草枯叶等有机废弃物运送至

当湖街道资源化处置中心，由有机垃圾微生物处理系统利用好氧
微生物进行好氧堆肥处理，通过分离分拣、垃圾粉碎、微生物发
酵等多道程序，实现快速成肥；出料后需对肥料进行检测，检测
合格才可作肥料添加剂使用。

三、工作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为使农业规模基地绿色生态内循环模式示范与推广项目真正

落地，当湖街道农业农村办将该项目列入工作计划，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成立了以农业农村办主任为负责人、各骨干为成员的项
目实施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项目落实、方案制定、宣传培训、技
术指导等工作，明确职责分工，分解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
搞好综合协调，加强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该项目
顺利实施。

（二）抓好宣传发动，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媒介，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发展绿

色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理
念和基本要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农户对绿色生态循环农
业的认知程度、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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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多次前往各农业规模基地进行宣传推广，为
保证项目目标落实到位打下坚实基础。

（三）强化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围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这一主线，立足芦笋、食用菌、精

品果蔬和花卉苗木四大主导产业，积极筹备、精心组织了一系列
农业技术类培训，如秸秆综合利用、蘑菇生态高效技术、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同时，农技推广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当面授课，切实做到技术人员到
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今年以来，共开展农业技术
类培训班 7 期，培训农民 315 人次，发放农技资料 1000 余份。

（四）注重总结推广，实现以点带面
抓好嘉兴劳利辛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于芦笋母茎机械化

粉碎还田的典型示范以及开心农场等蔬菜种植基地对于资源化堆
肥利用的探索尝试，在对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成功经验和有
效做法再行推广，通过现场参观、现身说法的方式带动广大农户
参与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广大农户在
生产过程中践行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不断扩大辐射面，推动绿
色生态循环农业全面发展。

四、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芦笋母茎机械化粉碎还田技术以及资源化堆肥利用模式使整

个生产过程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减量化排放和资源再利用，大幅
度降低了化肥使用量，减少了生产成本，并利用提前上市、品质
提升的价格差，实现了农产品增值，从而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

表 1  2 种内循环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模式 区域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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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母茎机

械化粉碎还

田模式

核心示

范区 芦笋
180 330 1750 18 37.44

辐射推

广区

379.5 247.5 875 28 42.60

资源化堆肥

利用模式
蔬菜 40.5 259.8 390 1.01 2.63

合计 600 / / 47.01 82.67

（二）生态效益
项目坚持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理念，将芦笋母茎直接还田

做基肥、蔬菜废弃物堆制成有机肥料，长期使用能够改善土壤肥
力、提供植物营养、促进作物生长、提升产品质量，进而保障社
会和谐稳定，推进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三）社会效益
通过芦笋母茎机械化粉碎还田技术以及资源化堆肥利用模式

的示范与推广，从源头解决了芦笋母茎、蔬菜废弃物乱丢乱抛现
象，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进一步加
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