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开镰、新米满仓，上海进入秋收时节。52岁的金山
廊下农户陈民荣家，承包的600亩农田也泛起金黄，除了
丰收的喜悦，老陈今年还尝到额外的甜头，所有废弃秸秆
已被本地一家食用菌合作社提前订购，“家家户户的秸秆
都给收去了，每亩地能多100元收入哩！”

目前，每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约140万吨，“禁烧令”从
源头上切断对空气环境的影响，不过如何将秸秆资源“变
废为宝”？虽已有诸多尝试，也面临不少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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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禁烧 切断污染
“以前为了赶农播种，秸秆都是

直接烧掉。”陈民荣回忆，焚烧之举
实属无奈：水稻收割后，相隔不到一
周就开始播种小麦，秸秆留在田里
会影响耕种，拉回家也无处安放，现
在都用液化气、天然气，哪家还用秸
秆生火煮饭？“图个省时省力，还是
一把火烧了最干净，无奈但有效。”
“一烧了之”，对大气污染与环

境影响不言而喻。陈民荣记忆犹新，
“那烟味道很重，呛得人喉咙疼，离
得近了眼都睁不开，还一直流泪。”
市郊也曾发生过“偷烧”引起的悲
剧：有农家疏忽大意“火烧连营”，误
烧了别人的田头庄稼；有农户居住
在下风口，因吸入烟尘以致窒息身
亡。如果秸秆在路边不完全焚烧，
大量的浓烟还会使车行道能见度下
降，引发交通事故。

!"""年，环保部就出台禁止露
天焚烧秸秆的规定，全国多省市陆

续出台相关规定，采取“铁腕”措施。
上海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也明
令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等
产生烟尘的物质”，每年下发“致农
民朋友的公开信”明确禁烧要求，还
出动公安警航直升机飞行巡查。
市郊各区也动足脑筋，例如在

松江，农户焚烧秸秆将被取消承包
家庭农场的资格，在浦东，禁烧秸秆
纳入考核影响农户享受规模经营的
财政补贴。目前，秸秆露天焚烧现象
在上海得到有效遏制。在环保部的
卫星巡查记录中，上海连续五年未
被拍到火点，在全国名列前茅。

直接还田 有利有弊
有“堵”更要有“疏”。焚烧是肯

定行不通，但又不能置之不理，上海
每年 !#$万吨的秸秆如何处理？
最普遍的方式是直接还田———

把秸秆沤作土壤肥料。“总体利大于
弊。”市农委农机办主任施忠介绍，
适当还田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微

生物含量，提高保肥保水、透气透光
的能力，有利于作物生长和农产品
质量。
据市农委统计数据，目前全市

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占 %&'。&$!!

年，上海出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
扶持政策，明确对实施秸秆机械化
还田给予 () 元*亩的资金补贴，对
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给予 &$$ 元*吨
收集处置补贴。今年，补贴额度分别
提高至 )$元*亩和 +$$元*吨。

直接还田也绝非一劳永逸，相
反，负面问题逐渐暴露。一方面，秸
秆在田里没有腐熟的时间和过程，
秸秆中的病菌、虫卵、草籽一并埋入
农田，导致病虫害几率扩大，增加防
治难度；另一方面，如果要机械化深
耕和整田，则直接增加生产成本。
因此有专家们提出，上海秸秆

利用方式单一、层次较低，直接还田
率高达 %&,，既为秸秆焚烧埋下了
隐忧，又是资源浪费；也有农民发出
“年年还田，过犹不及”的声音：“秸

秆还田一般每三年一次为好，如果
每年都做，就会‘损土’。”

综合利用 瓶颈待破
秸秆直接还田，只能作为禁烧

的保底手段，真正处理还需探索综
合利用的渠道。
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和木质素等有机物，利用方式之一
是栽培食用菌。在金山廊下，联中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现代化的
“蘑菇工厂”，使用秸秆作为基质料，
陈民荣家的水稻秸秆便是被这里预
订。“我们一个厂，就把廊下将近 +

万亩农田的秸秆全部收走，订完了
都不够，还要去周边地区再收购。”
公司负责人透露。

施忠介绍，&$-$年全市几乎没
有还田外的秸秆综合利用，至 &$!)

年，五年内还田外综合利用量累计
为 (+./万吨，包括用作牛羊饲料、
食用菌基质料、有机肥、生物质能源
等。“但每年利用量不到总产生量的

!$,，而且比例不协调、途径也不是
很多。”
上海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的调

研报告也予以佐证，目前本市秸秆
从田间到企业的直接利用不足两
成，“主要用于饲料、有机肥和食用
菌基料，能源化秸秆成型颗粒产业
刚起步，金山、奉贤、崇明的一些民
营企业在艰难中探索前行。”
瓶颈，在于秸秆收购难、贮存

难、运输难、成本高。由于生产季节
紧，收完水稻后三五天内就要播种
小麦，收集秸秆的时间非常有限，同
时上海农作物区域布局分散，也增
加收集难度。此外，上海经常下雨，
潮湿气候下秸秆容易霉变、腐烂，而
且市郊的储存场地的租金较贵，电
价、运价、仓储费等居高不下，以致
本市多家秸秆回收利用企业关闭。

上海模式 因地制宜
在国外，秸秆应用于发电、加工

建材、制造家具板材等多领域，我国
北方产粮大省也有将生物质制乙醇
的成功案例，不过在很多专家看来，
上海既没有产粮大省企业的规模优
势，也缺少建设大型秸秆发电项目
的条件。
足见，秸秆的综合利用还需因

地制宜，寻找经济与技术可行的“上
海模式”。
“根据上海的特点，不适用大规

模的秸秆工业化利用，小范围内运
输、储藏都较容易，就地取材也能减
轻成本，让百姓获利。”施忠设想了
一个成本较低的“内循环”，例如以
市郊某一家养殖场为中心，将周围
的秸秆和自身畜粪结合处理，生成
沼气用于养殖场的发电和供热。
“这在崇明已有尝试，既能解决养
殖场畜粪污染，又能利用周边地区
的废弃秸秆，同时补给养殖场消耗
的能源。”
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专家顾定

槐认为，上海地区秸秆等生物质资
源化利用的潜力较大，要支持生物
质能产业健康发展，其突破口是“秸
秆颗粒项目”，用于在部分企业的锅
炉清洁燃烧。“优先应用于‘菜篮子
工程’等民生企业的锅炉清洁燃烧，
也可用于远郊天然气管网尚未通达
地区的锅炉燃烧。”
根据有关规划，至 &$&$年，全

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从 &$!)

年的 "&,提高到 "%,。“确保机械
化还田托底，鼓励秸秆在肥料化、基
料化、饲料化等综合利用，开拓生物
质能源、建材等工业化资源利用，促
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
进上海空气质量改善。”

就地取材 机械化还田托底 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开道

废弃秸秆利用开创“上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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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 (月 %日，本报发表整版
报道《田间废弃秸秆变身环保燃料
棒》，介绍上海市郊将秸秆回收利
用为生物质颗粒燃料棒的做法，受
到广泛关注。然而回访发现，秸秆
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在实际操作中，
却遇到了阻力和尴尬。

环评遭遇阻力
据市农委介绍，秸秆加工为燃

料颗粒（棒、块），目前在金山、奉
贤、崇明等区已有生产，但受限于
锅炉环评审批难且利润低，在政策
扶持下企业勉强维持运转。
近日，本市一家能源企业向区

环保窗口提交生物质合同能源项
目的“环评”申请时被拒，理由为
“生物质成型燃料不属于清洁能
源”。这并非个案，企业反馈一些地
区不同意使用生物质能，即使第三
方检测达标也不认可，需要市级层
面的批文。

企业不解：“如果生物质利用
的大气排放超标，我们甘愿受罚，
但为什么环保达标也面临停产、被
开罚单？”

管理部门回应：“理论上检测
达标并不等于实际操作中能达标。”
原来，以往确有个别企业存在失信
行为，表面上燃烧生物质能源，实

则在燃料中掺杂其他物质，甚至晚
间乱冒黑烟，给监管带来难度。

符合排放标准
农作物秸秆利用后的“生物质

能”是否属于清洁能源？国家能源
局、环保部发文：“生物质成型燃料
锅炉供热”是低碳、环保、经济的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供热方式，是替代
燃煤燃重油等化石能源锅炉供热、
应对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发展空
间和潜力较大。

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专家顾
定槐介绍，稻麦秸秆成型颗粒的燃
烧，与秸秆直接焚烧有本质的不
同。“成型颗粒的特点是密度大，热
值在 &/$$0+)$$ 大卡1千克之间；
吨蒸汽的成本可降低 )$'以上。”
据测算，改造后的一台 -$吨锅炉，
可用上生物质颗粒约 2.)万吨。

上海已有多家企业开发环保
型的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包括奉
贤红炬能源、上海永晟能源、上海
普天能源等。可喜的是，相关项目
在试生产中的气体排放，包括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尾气粉
尘、林格曼黑度等，均达到本市最
严格的大气排放标准。
以红炬能源为例，上半年自主

研发 3台秸秆颗粒燃料粮食低温烘

干燃烧机，替代传统的燃油、燃气烘
干设备，生产线每月可烘干稻谷
#$$$吨，不仅排放标准达到环保要
求，而且大大降低稻谷烘干成本。

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本市只有崇明有小范围

的“准生证”。市环保局去年明确批
复崇明环保局：“生物质成型燃料
属于可再生能源，可作为一种替代
燃料，但应以综合利用崇明本地生
物质能源为主。”市农委正与市经
信、市环保等部门对接推进。市农
委农机办主任施忠表示：“希望通

过崇明的探索能形成较好的技术
规范和操作途径，从崇明逐步推广
到其他区县去。”
以“规范化”拓展美好前景。市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近期将成立专
委会，加强行业管理和自律，严格
入门门槛，制定生物质燃料标准，
推进科技攻关和项目示范，并与环
保部门合作，应用物联网技术对生
物质锅炉远程实时监控。
顾定槐表示，生物质资源生生

不息，上海有能力破解发展瓶颈；
只有做到资源化、清洁化利用，才
能真正“化垃圾为千金”，造福于民。

秸秆变身燃料棒 金点子为何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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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洁 实习生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