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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交农字〔2023〕41 号

关于印发交城县 2023 年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做好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根据《吕梁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

通知》文件精神，我局编制了《交城县 2023 年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有

力有序推进，确保 2023 年我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附件：交城县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交城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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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3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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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实 施 方 案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农发

[2023]1 号）文件，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做好 2023

年我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改善农业农村环境，促进

农业绿色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就地就近、

政府引导、科技支撑、多元利用、市场运作”的原则，以技

术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设为保障，以产业提升为方向，以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促进秸秆全量利用为目标，深入实施

秸秆综合利用行动，扶持培育一批秸秆还田、收储运的市场

化主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运行的秸秆综合

利用模式，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构建高质高效的长效利用

机制和产业发展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要达到 90%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一）编制 2023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细化目标

任务到各乡镇，具体安排和责任分工，明确平川和山区不同

区域，不同作物秸秆的利用方向，合理布局秸秆利用产业和

收储运体系，在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领域配套可持

续运行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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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秸秆还田质量水平。以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秸

秆直接还田为重点，开展秸秆还田技术，优化机具配置，推

广使用新型高效秸秆粉碎机、深翻机、旋耕机等新型农机具。

大力推广秸秆粉碎旋耕还田、粉碎深翻还田等机械化还田技

术，结合农田残膜回收、深松整地、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农艺

措施，提高直接还田质量。

（三）推动秸秆离田高值利用。围绕秸秆离田利用，支

持一批秸秆市场化利用主体发展，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结

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对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加工、肥料

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专用机械

设备给予购置补贴。

一是推进离田肥料化利用。结合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行动,鼓励和支持大型畜禽场或有机肥生产企业购置秸

秆处理和生产有机肥装备,建设秸秆粪污有机肥生产线，扩

大秸秆生产有机肥消纳量。

二是推进饲料化利用。积极推进“粮改饲”，发展种植

青贮玉米品种，推广秸秆青（黄）贮等秸秆饲料加工技术，

鼓励畜禽养殖场（户）、饲料加工企业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

料，提升秸秆饲料供给能力。

三是推进燃料化利用。围绕农村地区生物质清洁取暖，

扶持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打捆直燃集中供暖、因地制宜推广

生物质清洁取暖炉具。

四是推进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大力发展以玉米、小麦

秸秆为主要原料的食用菌规模化生产和育苗基质生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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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基料化利用规模。

（四）完善收储运体系建设。积极培育秸秆收储运社会

化服务组织，依托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合作社）和专

业从事秸秆收储企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建立健全县

域秸秆收储运体系，推动形成商品化秸秆收储和供应能力，

实现秸秆收储运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根据秸秆可收集量和运

输半径，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对建设秸秆收储运体系必要的

设施、设备进行补贴。

（五）开展秸秆资源台账建设。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的

秸秆资源产生和利用情况调查，全面掌握秸秆综合利用基础

数据，为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考核提供数据支撑，2023 年 3

月底前完成 2022 年度秸秆资源台账调查审核上报工作。

（六）强化技术培训和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网络、微信自媒体、宣传资料、村务公开栏等载体，

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秸杆综合利用和禁烧

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农民利用秸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农村局由分管领导牵头，

明确责任部门和专人负责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工作。建立政府

主导、部门联动、市场主体实施、农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落实扶持政策。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落实

秸秆综合利用在税收、信贷、用地、用电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调动农民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强化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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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社会资本投入，整合涉农资金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支持

力度，推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

水平。

（三）强化技术支撑。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技术指导组，

指导承担任务的市场化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优选成熟可

靠、先进适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总结编制县域秸秆综合

利用模式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清单；加强台账管理、开展技

术指导、总结典型案例、强化宣传培训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