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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秸秆年度综合利用率

已达 83%，“一烧了之”的现象得到

明显改善。

    

秸秆综合利用率偏低
    

几年前，大理州祥云县在板桥镇

建设了再生物资回收加工园区。秸秆、

农膜连同废弃塑料制品等日常生活废

弃物，被集中运到这里进行科学无害

化处理，年处理量高达 55 万余吨，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焚烧秸秆的

污染问题。

然而，在该县一些边远乡镇和村

组，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群众收集

和运送秸秆到园区处理成本较高，导

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建设来看，

这个投资项目是在政府鼓励下，采取

以商招商的模式，由政府配套项目资

金以及 6 户入驻企业共同出资 1500

万余元建成的，投入成本较高。

这种情况在全省秸秆综合利用中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云南农业生产的

特点是地块分散、种植规模普遍较小，

缺乏连片集中发展。因此，规模化利

用秸秆的成本和难度比较大，投资建

设和运营综合利用项目的成本较高，

导致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之间存在矛

盾，投资者发展积极性不高，秸秆综

合利用率偏低。

目前，类似祥云县这样综合利用

的项目在全省仅有 20 余个，数量明

显不足。

    

因地制宜开展综合利用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要接受光

合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植物光合作

用的能量产物一半在作物籽实中，一

半在秸秆中，因此秸秆不是废弃物，

只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贵资源。秸秆综

合利用就是补回损失的另一半‘资

源’。所以，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坚持秸秆禁烧并开展综合利

用，这是秸秆处理的理想办法。”段

绍任介绍说。

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站长刘友

林认为，在秸秆综合利用中，因地制

宜十分关键。从云南农业生产总体情

况来看，无论是玉米、水稻、小麦等

主粮作物，还是蔬菜等经济作物，生

产面积分散，集中度不高。在这样的

情况下，即便不计投入地打造一批秸

秆回收利用工业园区，其回收利用的

难度和成本同样难以控制。在一些边

远地区，甚至可能会增加群众负担。

段绍任表示，针对云南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将秸秆就地转化为肥料、基

料还田，无疑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办

法之一。未来，应结合国家现有秸秆

处理补贴政策，加强省级以下各级配

套政策和专项补助资金，提高群众参

与积极性。同时，积极开展项目化探

索和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新技术，开

发投入低、体积小、便于操作、可随

时进入田间地头的秸秆初加工小设

备，并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行积

极推广，使群众在田间就地实现秸秆

粉碎、配料并就地还田。

此外，应积极强化乡村专业农技

人才培养，因地制宜探索和发展适合

本地秸秆利用处理的方式方法，扭转

目前秸秆综合利用率低、方式方法不

接地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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