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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秸秆综合开发利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研究农户在秸秆综合利用中的行为，从加强政府宣
传力度、探索秸秆利用模式、寻找地区与企业的契合点、引进技术型人才等方面出发来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秸秆资源化
利用，推动秸秆转化的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动“互联网+农业”，支持农业转型发展，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迎来了新的契机。长白山地区
土地肥沃，农业秸秆资源丰富，但部分农户思想还停留在用传统的焚烧方式来处理秸秆，秸秆转化成效小。

 一、长白山地区现阶段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状况

 （一）农作物秸秆资源概况

 吉林省作为国家的重要商品粮基地，秸秆资源分布广，密度高，秸秆类型以水稻、玉米为主。以长白山地区腹地—
—白山市为例，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9万公顷，全年粮食总产量27.3万吨，其中玉米产量22.5万吨，水稻产量0.6
万吨。由表1可知单白山市的玉米和水稻一年就可以产生33.165万吨的秸秆量。

 （二）长白山地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概况

 在2016年5月，吉林省出台的《关于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一文中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在全
省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长白山地区也将共同为推动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而
努力。秸秆是粮食作物收割后产生的副产品，其中富含氮、磷、钾、钙、镁等微量元素和有机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
可再生资源。长白山地区在秸秆综合利用与开发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秸秆综合利用意识还未
深入农户心中，还需要国家、企业、农户三者之间的协同促进。

 二、秸秆主要利用方式及问题

 （一）秸秆还田利用

 1.秸秆过腹还田

 在2015年我国秸秆适宜饲料生产占秸秆总量的97.07%，如果全力推动秸秆饲料化可以进一步的节约粮食的使用量，
促进地区畜牧业发展。秸秆饲料化的推动也有利于秸秆过腹还田，秸秆过腹还田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户家庭中牛羊的饲
养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保持土壤中营养的平衡，增加土壤的肥力，进而节约耕作成本。柳河县正积极构建生态安全
畜禽养殖基地，按照“企业+园区+农户”模式，依靠当地的耘垦集团、康华牧业等企业，来推进秸秆过腹转化增值
。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意识，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增施有机肥，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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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秸秆直接还田

 由于长白山地区农村资源要素结构的独特性，农户作为一个“经济人”，会考虑实现农业生产中的“利益的最大化
”。秸秆直接还田需要经过收集、粉粹、压制等程序，增加了成本，再加上长白山地区气温较低，秸秆形成的腐殖质
效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农户一般选择维持现状，以焚烧来处理。

 （二）秸秆作为燃料

 秸秆在长白山地区自古以来就作为农户的主要生活燃料来进行炊事活动和取暖燃料。由于秸秆收集后堆放占用空间
大，农户又正处于农忙时节，所以秸秆作为易得的薪柴常常作为生活燃料。但这样不仅污染空气，还会加重雾霾，是
对生物能源的一种浪费。根据2017年10月份环保部环境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各地区秸秆焚烧火点总计77
4个，其中通化市为4个，梅河口市为11个，白山市为1个，长白山为0个，且通化市和白山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
月均浓度低于去年同期，说明农户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

 长白山地区的秸秆多以玉米杆和稻草为主，与生物质能发电所需原料相契合。现阶段吉林省着力推动利用秸秆生物
质能发电，采用秸秆进行直燃发电，让秸秆燃烧产生的蒸汽来带动发电机发电。自2006年国能辽源生物发电项目立项
以来，已经在辽源、长春、梅河口等秸秆聚集地建立多个秸秆发电项目，总装机规模约为201MW，年发电量可达12
亿KWH，年消耗的秸秆及其他农林剩余物约137万吨。长白山地区也正开始着力探索秸秆作为燃料利用的新形式。

 （三）秸秆作为工业原料

 秸秆作为一种生物质能对于工业燃料方面作用很大，一个小小的秸秆颗粒可以释放出14600左右焦耳达到与煤炭差
不多的热值。在工业原料方面，秸秆现在已经成为“第二森林资源”，可以提纯乙醇、造纸等。但在乙醇制作方面，
目前纤维素制乙醇的关键技术尚未突破，成本较高，规模化生产使用秸秆用量少。梅河口市秸秆作为工业原料主要在
生产造纸方面，2016年秸秆使用总量就有8万吨左右，达到全市秸秆总量8%之多。在建材领域，秸秆经过黏合、压制
等程序就将秸秆的“柔弱”化为“刚强”，变成优质耐用的板材，具有防火、防水、抗寒、防噪音等性能，既可以节
省总成造价，又可以节约建材的能耗。

 （四）秸秆作为工艺制品

 长白山地区编织乌拉草的历史悠久，但由于乌拉草成本较高，秸秆又与其具有同等的韧性，可以起到替代作用。将
玉米杆的上端部分截取下来后经浸泡、晾晒、漂白消毒、坯版制作，再进行烙烫图案就可制成秸秆烙画。农户还可以
就地取材制成秸秆扎刻品、编织画等简易工艺制品。秸秆编织工艺产品程序简单易学，可以利用农户农闲时间进行制
作生产，为农户创收。在长白山地区各个民俗村落、景区、特色小镇都有秸秆编织物的售卖。

 三、秸秆综合利用实施建议

 （一）政府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首先需要转变自身的经济发展理念，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
，建设人与自然共生模式，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仅要重视高效益行业的发展，还要注重促进生态协
调发展。一味禁止秸秆燃烧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政策上的硬性要求不能使农户产生内心的认可。要深入贯彻吉林省
农业综合开发办提出的“疏堵结合、以疏为主、以堵促疏”的治理理念，提高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让农户了
解秸秆具体利用的措施，享受秸秆综合利用带来的经济利益，从而加强农户综合利用意识。政府还需利用媒体、广告
来营造氛围，组织参观学习，加强村委会的动员宣讲工作。积极树立村内秸秆利用的模范形象，对积极响应号召的农
户给予鼓励和一定的农业补贴，落实税费减免、资金补贴、场地安排等扶持政策。政府还需要定期的派遣专业的农业
技术工人到农户家中、田间地头进行实地交流和技术指导，或者在县级地区定期举行秸秆综合利用交流分享会，村民
们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家园。建立完善的鼓励和激励机制，利用模范效应和农户从众心理来深入宣传。

 （二）积极探索秸秆利用模式

 长白山地区有着独特的地貌与人文，在秸秆综合利用上还需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宜的利用模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多领域的探索，在走访各地优秀秸秆利用模式要仔细剖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发达国家就有“三合制”模型
，与农场相结合，建立秸秆养畜过腹还田的循环农业模式。我们便可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络秸秆收储运体系，实
现秸秆资源的合理利用。探索与地方特色文化结合，让秸秆摇身一变，成为人们眼前一亮的艺术品，提升区域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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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积极探索秸秆利用的新途径，引进技术，如时下新兴的玉米芯转化石墨烯等技术。

 秸秆的综合利用要积极开阔思维，与长白地区特色文化相结合。长白山的白山黑水之间，藏天然之奥秘，蕴万古之
灵秀，是满族文化的诞生地。满族以粗犷为特色的文化与秸秆经脉相连，可以与长白山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形
成秸秆文化开拓秸秆的新用途。

 长白山地区多山麓，农户较为分散，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设秸秆营销网站，突出招商平台建设。以网站为线，
将各个农户链接起来。利用网站这个平台既可以方便企业和农户交流秸秆买卖信息，又可以方便政府了解农业资源利
用方向，为秸秆利用提供新的方向、新举措。

 （三）促进地区与企业的对接，带动秸秆资源化利用

 秸秆原料充足是企业看好的一大优势，将秸秆划区管理，订单式销售，实现秸秆利用与各个企业的对接。以市场为
导向，使企业与农户各取所需，带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户事先将秸秆按照企业要求进行分类整理，主要把秸秆利用
划分为工业原料、农业肥料、工艺原料这几个方面。分类收集管理有利于各企业各取所需进行工业生产，同时也增加
了农户分类秸秆的附加值。

 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秸秆资源转化产业链，树立企业运营典范。利用龙头企业将农户结合起来，建立紧密的收储运
模式，按照“基地+企业+技术+散户”运转。以龙头企业为示范，为其他企业转变结构提供良好的模式。重视企业的
带头示范作用，为本地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可复制、可循环、可推广的发展模式。政府应成为企业强大的后盾，建立
财政、金融等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财政和货币政策适当向秸秆资源化企业倾斜，为企业运转助力。

 （四）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引进技术型人才

 秸秆综合利用还有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难以突破，如秸秆沼气应用，长白山地区冬季气温低，秸秆成分中缺少氨和
磷，不利于微生物生长，加大了微生物分解的难度。所以要加大与高校的合作，鼓励有关专家立项进行科学研究，设
立专项研究基地，引进技术型人才进行科研探究，加大投资力度，着力突破秸秆沼气难题。完善秸秆利用设备，开拓
新型生产技术，降低秸秆沼气建设成本。探讨秸秆发电、秸秆气化等问题，缩短技术熟化时间，简化操作过程。逐步
让农户也能操作简单机械，推动农户转型发展，促进农户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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