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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是所有成熟农作物的秆株和茎叶的总称，普通的

秸秆中包含了大量的氮、磷、钾、钙等元素，可作为最好

的可再生利用资源。由于农作物的数量巨大，利用焚烧的

方式易造成污染，还形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如何对秸秆

进行高效的回收开发利用，是农业工作者当前要进行思考

的重要农业问题。

一、秸秆回收利用的重要性与项目发展目标

我国是农业发展大国，平均每年会产生大量的农作物

秸秆，一种传统的处理秸秆的方式是就地焚烧，一些农民

还经常会因为秸秆的劳作量巨大而冒着政府的“禁令”悄

悄地焚烧。另外，由于农作物秸秆的利用途径完善程度不

足，体现为收集和储运机制不完善，农作物秸秆回收产业

的规模亟待提升，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清除秸秆焚烧的偏远

农村现象。其实，农作物秸秆是一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

本身拥有很高的研究空间和开发利用的价值。国务院办公

厅办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的政

策性文件，对农村群众焚烧秸秆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的指

示，强调要将农村秸秆焚烧的具体责任具体落实到乡镇机

关的领导肩上，一旦发现有农作物焚烧的行为必须依照相

关的政策对应作出严厉行政处罚。要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焚

烧农作物秸秆对环境带来的危害，重视农作物秸秆进行综

合利用的重要性，才能有效缓解我国当下资源约束的严峻

困境，减少因为焚烧秸秆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性，遵守国家

相关的政策指示，对促进农业稳定生态发展和乡村振兴新

农村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现农作物秸秆的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的效益提升，

着手建立完善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政策体系、产业体

系、农户高度参与的乡村长效农业管理机制。从而形成区

域化、多元化、产业化、标准化、高效化的“五化”乡村

新发展格局。促进达到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中 2025 年达到

绿色村庄的基本要求，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为 80%左

右，完成离田利用量占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总量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推动我国 2025 年碳中 2030 年碳达峰的环境

标准达成。

二、秸秆综合利用对于农业的现状

经营秸秆由于其本身的环保属性，有很多种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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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方法，通过不同的回收加工手段可以对其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加工后使用，形成农作秸秆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提升农户的种植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秸秆焚烧对环境带来

的危害。行业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研究，现通常使用的方

法如下：

（一）利用秸秆还田提升农作物的产量

农作物的秸秆可以当成有机化肥使用，秸秆还田对农

田产量的增加有很大的帮助。通常要进行秸秆还田的办法

是：利用机械将秸秆粉碎后直接播撒在田地里。比如，秋

季玉米丰收后，大量的玉米秸秆可当场进行粉碎，浅埋在

土壤的表层，不但能增强土壤的肥力，还能帮助土壤防止

水土流失，下一季农作物的农作物产量会提高，是最好的

肥料；还可以用粉碎的玉米秸秆喂养牲畜，然后将牲畜粪

便当成农作物的追肥，降低牲畜的饲养成本的同时提升土

壤的肥力；还可以将农作物秸秆和牲畜的粪便根据一定的

比例进行混合，混合物存放一段时间后就转变成了有机肥

料，种下一季农作物的时候进行撒播可以促进所种农作物

的产量提升。

（二）利用秸秆制作食用菌的栽培材料

由于农作物秸秆有包含非常丰富的纤维素和木质的有

机物质，非常适合将其作为一些种类的食用菌的栽培材

料。由农作物秸秆当作食用菌基材栽培出的食用菌天然环

保，其产菌的生产成本较低，采完食用菌后的蘑菇糠是含

菌体的蛋白饲料，可作为有机肥料还田。实现农作物的秸

秆综合利用，能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多层级增值，剩余大

量的农作物秸秆将受到科学的合理多次回收利用，促进农

民增加收入的同时降低污染环境的可能性。

（三）利用秸秆的能源优势

农作物的秸秆是农业生产中的优质基料，对农村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很大的促进作用。农作物秸

秆有三方面的能源利用办法：使用农作物秸秆发电，建立

火力发电厂，将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当成发电的基料使用。

通常采用农业和合作社的模式从农户中大量收购农作物秸

秆，让秸秆产生经济效益；利用农作物秸秆气化技术，使

用专业的机械设备将农作物秸秆在缺氧的环境下燃烧并产

生化学反应，转化成一些可燃性的气体进行使用，也是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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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回收利用的一种有效办法；农作物秸秆的固化技术，它

是将农作物秸秆粉碎后挤压成块状，让其成为释放大量热

量的颗粒状态的可燃材料，这种燃料在存储和运输方面非

常方便。经过加工的农作物秸秆将取代传统的液化气和木

材燃烧材料，在采暖炉中大量的使用。

三、秸秆回收综合利用的主要工作目标

（一）优化产业的规划和布局

根据区域环境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用政策的使用，

提升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当地农作物品种的种类、利

用水平以及发展状态制定出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创建具体

的政策和工作措施，优化秸秆利用模式的产业布局，支撑

农业产业与农民共赢的合作机制。推进秸秆的区域化差

异，打造合理的产业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秸秆综合利用的具体计划目标培养当地的龙头企

业主体，根据区域土壤的性质和特点，利用产业发展布局

优势开发全产业的链条，制定落实相关的政府补贴政策，

扶持发展和引进成长性好规模较大、掌握核心技术的产

业，带动力强的秸秆利用主体。利用培养秸秆收储企业，

大力提升秸秆回收的利用效率。通过政府的扶持补贴等政

策，对秸秆的收储和运输环节进行补贴，对秸秆的离田成

本进行有效地降低。

（二）大力推广技术模式

对区域资源利用成熟的模式进行提炼和总结，形成不

同区域作物、不同时间各类资源利用模式和技术，对玉米

和水电的主产其建立示范田，并进行大范围的推广，提升

秸秆资源利用水。进行秸秆利用水平的新模式探索，对秸

秆的利用途径进行拓宽。根据农作物和耕作模式的差异，

拥有创新、积极实践对秸秆资源利用的转型和升级。进一

步提升秸秆资源利用模式的高效适宜性和技术合理性。

（三）构建完善的收储体系

首先要做好具体规划，对合理的半径范围内建设秸秆

收储点，围绕粮食的和甘蔗的主产区建设收储中心，并根

据其辐射的范围企业建设转运点，合理利用收储平台，探

索集体收储和致富能人的收储模式，解决农村闲散地块和

边远地区收储覆盖难的问题，还可以雇佣农民进行秸秆的

转运，实现“持续运行、长久获益”的利益链机制。

四、综合回收利用存在的问题

虽然行业中对秸秆回收技术在进行不断地研究和试

验，找到了很多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办法，但

在农村的实际推广中还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导致生态农

村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一些时候对农户农作

物秸秆焚烧的行为是“救火式”的只堵未疏的做法，较难

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实际问题。

（一）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性推广力度不够

现阶段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的科技含量较低，对秸

秆综合利用的很多关键性技术难题还未攻克。比如，农作

物秸秆作为牲畜饲料时，牲畜的消化率低难题；秸秆气化

中产生的焦油与环保的问题；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高效有

机化肥需求的大量生产先进设备技术问题；秸秆饲料进行

优化配比的配置问题等诸多的实际问题。因此，要进行农

作物秸秆回收的综合先进技术创新，研究出不同农村地区

不同主要种植农作物的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并进行先进技

术的实地推广。

（二）政府综合协调指导的作用有待加强

农作物进行综合回收利用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

作，进行系统工作时所牵涉的部门较多，学科层次也多，

必须进行管理、科研和推广工作的同步开展，要靠多个部

门的密切配合。利用行政和经济等一些相关的手段，对农

作物焚烧的“堵”和“疏”双管齐下，相互促进落实才能

得以实现。需要环保部门严格执法，对大气污染的监测手

段进行更新，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并及时向政府主管部

门进行问题反馈。农业农村部要加强农机技术的科研工

作，进行技术难题攻关。加强联合科技、农业、农机等相

关部门，对当前成熟的秸秆利用技术进行农户中推广，通

过增加农户经济收入的方式改变农村的耕种方式加强政府

指导，不断提升大量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实用技术。

（三）缺乏秸秆回收的大规模的产业格局

由于受到了经济、地域等其他的因素，导致秸秆资源

综合利用的意识还未完全普及。要进一步落实政府政策的

有效实施，重视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并将其当作农业

生产的重要环节，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应当以现有的科学

技术为支撑，大力探讨农业的运行机制，充分的研究和适

应经济市场环境，将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资源进行综合的科

学利用，形成农副产品的产业链，逐步实现生产经营到销

售收益的具体系统引导，走产业循环的道路，将农业资源

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经济的价值优势。

（四）群众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不足

要首先要提升领导干部的秸秆经济效益意识，并提升

其产业化的高度认知，有农作物综合利用的系统工作认

识，将其当成一个活跃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来进行对待。

而不是将秸秆焚烧当成收获季节的阶段性工作，产生重

“堵”轻“疏”的行为。然后，通过农作物的综合利用为

农户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通过民众的切身利益让人们将

综合利用秸秆的意识深入到群众中，自觉地加入利用秸秆

的实际行动中来。还要充分利用当今的新媒体技术，宣传

综合利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安排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实际

的指导，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技术，帮助产生实际的经济

价值。

五、提升秸秆回收效率的对策

面对秸秆的综合利用与农业生态、农民增收、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联，结合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技术

进行完善和提升。采用一系列的利用方式，通过工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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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种养肥料、能源燃料、畜牧饲料等多种的农作物利用

综合途径。

（一）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的群众认知

政府部门相关领导在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措施深入

了解的基础之上，加大对农村秸秆回收利用的政策和技术

宣传，根据地域特色选择适合的技术措施，因地制宜推广

科学利用的秸秆循环回收技术，充分发挥秸秆的经济价

值，农民增收的情形下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提升群众的

合理利用意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树立起一批典型的

农户，树立意识认知榜样，让农户看到实际的经济效益，

而主动地参与到工作中来。对一些养殖大户、种植大户、

畜牧养殖户推动农业技术发展，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技术。

（二）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考核机制

将农作物秸秆的回收利用当成基层人民政府的考核指

标，提升工作督导力与绩效考核目标完成，对工作完成落

实不足、进度滞后、年度绩效目标差的行政单位个主要负

责人进行通报批评。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安排参考上年度完

成的工作情况，通过明察暗访、第三方评估的方式确保其

各项工作的切实落实。加强各种途径的宣传，让农户了解

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利用舆论的正确导向，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提升综合利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一些好的典型办法和经验进行总结和分享，提升秸秆综

合利用的影响力。并针对地的开展农户的广泛交流，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方法。

（三）加大农村秸秆还田工作力度

针对农作物秸秆机械地政府补贴制度，帮助农业户使

用和购买现代的农业机械，推动大规模的剩余秸秆机械完

成还田作业，根据实地的地块作物秸秆，建议就地粉碎、

变肥养田的方式进行处理。对一些农作物秸秆产能过剩的

地域，大力推广秸秆青贮氨化技术，通过鼓励发展畜牧的

现代化养殖技术，引导养殖户建设对应的青贮氨化设施，

并扩大其储存规模。

（四）加强农作物的秸秆储存利用

通过一些方式大力推进科技瓶颈攻关，发展综合利用

农作物秸秆生产为主的现代产业，对秸秆回收利用的领域

进行拓展，延伸以农作物秸秆为生产原料的产业链条。还

能采取一些政策的刺激措施，引导用户积极推动免耕技

术，覆盖秸秆保护土壤的先进农业种植方法，有效减少农

作物秸秆的利用生产成本，同时提升秸秆的利用效益和综

合利用的整体水平。

（五）推广实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农机部门加大对秸秆机械的购置补贴额度，并制定出

对应的政府扶持政策，实现玉米硬茬播种、玉米灭茬旋耕

覆盖播种、玉米秸秆机械粉碎还田、玉米秸秆拉丝揉搓和

玉米机械化收获等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发展生态农

业和循环经济；畜牧部门要通过发展畜牧养殖业，实施秸

秆过腹还田，扩大秸秆青贮面积；农业部门要推广秸秆微

生物快速沤肥技术，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科技部

门要积极引进、试验、示范秸秆气化、秸秆工业原料开发

等秸秆综合利用成果，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新途径。

六、结束语

农作物秸秆的回收综合利用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乡村建设发展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推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的实际工作，需要政府各级部门及多方的协助和

努力。为了代代相传的生态效益，相关部门必须迎难而

上，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新途径，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

通过合理的举措提升农户的经济效益。积极引进先进的秸

秆综合利用技术，取得秸秆科学利用的实际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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