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枯的稻草、麦秆究竟可以用来做什

么？走进位于独山港镇的标准化农作物秸

秆收储中心，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只见

一个个硕大的麦秸捆被整齐地摆放在一

起，等待被运往上海销售。平湖通过提高

机械化服务水平，推进秸秆离田增值利用，

并依靠毗邻优势，建立起秸秆资源化利用、

商品化运营、订单式服务的“一条龙”新路

径，让这些曾经倍感“鸡肋”的秸秆变身成

“香饽饽”。

一直以来，平湖秸秆收储体系建设上

的脚步迈得甚为踏实。平湖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有收集秸秆种植蘑菇的习惯，

每到秋季农民将稻草捆扎好后，就会有专

门的“稻草经纪人”逐户收集秸秆，将其运

送给蘑菇种植户，直到今天，我市的食用菌

产业依旧是秸秆离田利用的主要去向，年

利用秸秆量稳定在 3.5万吨左右。随着土

地流转比例越来越高，传统的秸秆收集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实际需要，因此，自

2015年起，我市积极培育秸秆收储社会化

服务组织，先后培育了平湖市亿家农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平湖志诚粮油专业合作社、

浙江仓禾农业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3
家专业化秸秆捆扎收集社会化服务组织。

这3家服务组织现有拖拉机、打包机、夹包

机、搂草机等农机具多台，且这些农机具全

部安装GPS定位轨迹测绘装置，为掌握全

市秸秆机械化捆扎作业服务情况和相关政

策补助核查提供参考依据。2023年，这 3
家服务组织秸秆捆扎面积达到15万亩，覆

盖全市所有涉农乡镇街道，基本能够满足

大户秸秆离田需求。

如今，秸秆这个“被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正在从“生态包袱”向“绿色财富”转

变。在平湖市亿家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

秸秆加工车间里，工人将成捆秸秆拆散后

投入一台巨型机器，秸秆被粉碎加工制成

草纤维，分袋打包。草纤维可用于山体护

坡植生改造等绿化用途，还可以经粉碎、蒸

汽搅拌、挤压后制成生物质燃料，替代煤、

石油等不可再生燃料。同时，秸秆还可以

进行碳化，通过科学配比，制成各种专

用肥。这些秸秆加工品从“农业固

废”向“农业资源”转变升级后，依

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

优势，被输送到上海的养殖

场、燃料厂等，畅销长三角。

“目前，平均每天能够产出

1000多袋草纤维，一年下

来，消耗的秸秆能够达到

4000吨。秸秆打包后销售

至上海等周边地区，进行饲料

化、基料化利用，出售价格每吨

可以达到 300元至 500元。”平

湖市亿家农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朱忠华说。

我市始终将秸秆禁

烧禁抛和综合利用作

为防治大气污染、推

进环境整治、加快

“美丽平湖”建设

的重要抓手，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以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主线，以增强秸秆机械化

处置能力为手段，体系化推

进全市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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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秸秆背后，藏着一组亮眼的数据：平湖秸秆离田率由2015年的20%

提高到2023年的51.93%，秸秆综合利用率由90.15%提高到97.83%。

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从禁烧禁抛到综合利用，一根秸秆是如何

完成“逆袭”的？在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平湖从战略高度把推动秸秆综合利

用作为必解之题，走出了一条“生态富美”的乡村振兴之路。生态绿色思维

不仅解决了秸秆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对打造共同富裕

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金平湖璀璨明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影响作用。

五月的平湖，麦浪渐露金色，与春花作物一起渲染着丰收的喜悦。此刻，

打开浙江“产粮大县”平湖的乡村版图，我们可以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秸秆承载

着的盈盈果实。202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43.2万亩，粮食产量19.2万吨，

均列全省第三，年产秸秆近16万吨。面对丰富的秸秆资源优势，平湖创新秸

秆增值利用经营管理新模式，高位推动、全域实施，不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打

造出秸秆综合利用的“平湖样板”。

“机械+专业”
“一条龙”收储服务

位于新埭镇的盛龙果蔬园艺场菇棚

里，一株株双孢蘑菇长势喜人。走近一

看，蘑菇种植使用的是水稻秸秆发酵而成

的基料。据园艺场负责人介绍，秸秆的基

料化利用，让每吨基料成本降低了 40元

左右，提高了生产效益。

不仅水稻秸秆成了蘑菇基料，蘑菇种

植产生的废料经过加工也成了芦笋种植

的肥料。一条“稻-菇-笋”生态循环农业

产业链，让平湖市三大农业主导产业相互

支撑，帮助农户实现增产增效。据悉，该

模式下每年消耗水稻秸秆 3.5万吨、食用

菌废料 2.1万吨，实现食用菌、芦笋产业节

本增效 350万元。平湖芦笋通过蘑菇母

茎废料清洁化处置技术，打碎秸秆，接种

秸秆腐熟剂，疏松畦面表土，畦沟堆置、灌

水腐熟、翻土等使芦笋母茎废料就地处

置，也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秸秆发酵种植蘑菇，是平湖农民对秸

秆利用的独特智慧。平湖市成为浙江省

蘑菇生产的主产区，2015年以后，随着蘑

菇工厂化企业的发展，传统种植蘑菇由于

劳动强度大、原材料与人工工资涨幅大等

因素影响，种植效益降低，平湖蘑菇种植

面积也开始萎缩。面对面积下降的趋势，

我市积极抓好政策、技术应对。2017年，

市财政对于应用食用菌专用黑白膜，提升

菇棚外观形象的给予 0.5元每平方尺的补

助。对于新建 5万平方尺以上的标准菇

棚，给予 1元每平方尺的补助。2017年应

用食用菌专用黑白膜的菇棚，蘑菇品质得

到提升，蘑菇产量得到增加。为进一步促

进食用菌产量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21年我市发布产业政策，对新建或改建

周年化智能温控菇棚的给予投资总额

5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2021
年我市又在《平湖市秸秆综合利用补助细

则》中体现了秸秆基料化应用的奖励政

策：对开展清洁化生产的食用菌主体给予

0.3元每平方尺补助，这是首次对蘑菇生

产利用稻草秸秆进行奖励。2023年的产

业政策重点支持智能温控菇棚等设施建

设，经立项给予投资额 40%，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5
家种植主体用智能温控菇棚生产。

政策和技术使我市具有 40多年历史

的蘑菇产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

时，随着稻草秸秆在平湖的基料化应用的

不断深入，稻草秸秆变废为宝生产食用菌

菌菇产品，实现了食用菌产业和秸秆处置

利用的双赢。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洁云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的大球盖菇还入选了

2023浙江农业博览会金奖名单，并多次被

评为浙江精品菌菇评选金奖；我市“水稻

秸秆还田-小麦带旋条播开沟一体化技

术”“秸秆制备草腐菌培养料技术”列入浙

江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十大主推技术；

“秸秆机械化离田增值利用模式”列入全

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十大典型模式。

向“绿”而行，步履不停。在农作物秸

秆的处置及综合利用的道路上，平湖通过

引进环保科技公司开发秸秆的更大价

值。在位于平湖的嘉兴桐奥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线上，秸秆等各类农业

种植废弃物通过原料成分检测、灭菌和草

籽灭活、厌氧热解等 7 道工序，可实现

100%处置消纳，产出的高品质碳基肥料，

可帮助农田高效改土固碳，还能避免秸秆

直接还田带来的病虫害问题。此外，该公

司以大田秸秆为原料生产的基质可替代

国外进口泥炭，每吨节约成本约 1250
元。“我们研发的生物制炭将打造‘土壤医

院’的概念，利用秸秆及农业有机废弃物

为原料生产生物炭，碳基肥料有效解决了

土壤板结、肥力流失、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从而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2023年，

我们公司处置利用秸秆约 1万吨，生产碳

基肥 3000吨，生产基质 5000吨。”该公司

负责人介绍道。

新 仓 镇 中

华村农业资源再

生利用中心项

目是今年新

仓镇的重

点 共 富

项 目

之

一 。

原 本 ，

这里是临

时 的 秸 秆

堆放场地，不

仅会产生扬尘，

偶尔还有臭味飘

出。如今它却摇身一

变，成为了助力实现

强 村 富 民 的“ 宝

地”，是什么让它

华丽转身？“以

前我们的秸秆只

进行初加工，产生

的经济效益比较低，

还需要大量人力，因此

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更

好地利用这些秸秆，在不影

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增收。”

中华村党委书记谢微叶说。

壮大村集体经济，不能坐在家里

“等食来”，而是要主动出去“找食

吃”。带着强村富民的明确目标，谢

微叶化身“招商员”，与村班子其他成

员一起走出去跑市场、找项目。在寻

找项目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农业

秸秆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此后，中

华村一方面和项目方加紧沟通联系，

另一方面跑市场了解实际情况，同时

也到周边热电厂了解燃料市场需

求。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和预估后,中
华村进一步完善了农作物秸秆收储

中心建设，不断赋能强村发展。

据了解，农业资源再生利用中

心项目包括两个设施用房，分别为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和农作物

秸秆收储中心。“农资再生利用中心

由新仓镇 8个村共同投资成立的芦

川兴农强村公司与第三方公司合资

建立运营公司，进行农业资源再生

利用中心的运营，主要通过秸秆深

加工后卖给热电厂实现收益，然后

进行分红，保守估计每年至少可以

让村集体增收 120万元。”说起未来

的广阔前景，谢微叶充满期待。同

时，该农资利用中心还将面向周边

农户和低收入群众等提供20余个共

富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此外，

将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要素纳入村

规民约及“善治积分”体系，也营造

了农户人人参与、人人共建的良好

氛围。

高频联动全方位，为的是盘活

秸秆利用功能拓展这“一盘棋”。通

过政府、企业和村社区等多方协同

联动，不断拓展秸秆利用内涵外延，

为秸秆科学、合理利用提供保障。

一方面，“宣”“管”联合压实责

任。在夏收、秋收等重要时间节点，

及时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平台进行全

方位宣传，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理念深入人心。落实部门协调机

制，强化闭环管理，实现责任落实不

缺失、巡查监管不松懈，切实构建秸

秆露天焚烧“1530”高效闭环处置机

制，2023年至今平湖实现省级秸秆

焚烧“零通报”。另一方面，村企联

手助力共富。支持优质资源采用

“集体+”建设模式与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有机结合，由村集体投建秸秆

收储利用基础设施，引入第三方企

业生产运营，强村公司参股投资后

期运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创新攻坚的奋进征途中，市农业

农村局把目标瞄得更高更远，在争

创省级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的赛道

上倾注更多智慧和力量。“平湖市将

深入推进秸秆产业化高值利用能力

建设，优化标准化农作物秸秆收储

中心布局，加强技术推广和实验监

测，在项目、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统

筹保障，为全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和

建设美丽田园贡献更多平湖力量。”

平湖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许建军说。

“政策+技术”
“一条链”生态循环

““产业产业++就业就业””
““一盘棋一盘棋””强村富民强村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