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曜清 张雅萌

“前期田里收来的秸秆经过加工后制成

草纤维，平均每天可以生产1000多袋。”日前，

记者见到平湖市亿家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朱忠华时，他兴奋地向记者“炫耀”，“可

别小看这一小袋草纤维，它可是一‘草’多用，

既可以用于山体护坡、植被生态改造，还能成

为生产纸张、菌棒的原材料。”

近年来，平湖市在秸秆商品化利用方面

做了不少有益探索，已形成收集—储运—加

工—销售的完整商业化产业链。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平湖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97.83%，离田利用率为51.93%。

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平湖有什么

“秘密法宝”？面对记者提问，平湖市农业生

态能源站站长燕燕介绍说，平湖主要是打通

了“收”“销”两端。“从初端‘收’的角度来分

析，平湖拥有85.7%的土地流转率，水稻、大

小麦以规模化种植为主。这为推动秸秆收

集标准化提供了基础。为提高机械化收集

效率，这两年，平湖市培育了包括亿家农合

作社在内的3家合作社，专门从事秸秆机械

化捆扎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全域。”燕燕如是

说。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市定点农作物秸秆

收储中心，亿家农合作社建成了可堆放秸秆

约 2 万包、折合 3000 吨的收储场地。同时，

作为平湖市机械化收集秸秆的“主力军”，合

作社年均捆扎收集秸秆面积达10万亩，占全

市总量的三分之一。

除了大力推进秸秆规模化、机械化收集

和储运外，平湖市重点在末端“销”上做文

章。燕燕介绍说，平湖借助毗邻上海的地

理、交通优势和完善的秸秆收集体系，提供

跨区域秸秆商品化运营和订单制服务，向周

边地区供应基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的优质

秸秆产品。同时，当地建立了秸秆外销调节

机制，秸秆外销规模可根据平湖市域内需求

动态调整，为科学、合理利用秸秆提供保

障。近年来，平湖市每年的秸秆商品化外销

量高达2万吨。

在亿家农合作社的秸秆加工车间里，记

者看到工人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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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合作社光用于生产草纤维所消耗

的秸秆就达到4000吨。”朱忠华介绍说，“算

上捆扎打包后卖到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秸秆，

年均消耗、销售秸秆2万吨左右。”

记者从平湖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当地通

过健全秸秆收集体系，引导农民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秸秆离田综合利

用。实行商业化利用后，秸秆成了蘑菇基

料，蘑菇种植产生的废料经过加工又成了芦

笋种植的肥料，实现生态循环。一根秸秆带

旺了平湖蘑菇、芦笋两大产业。

秸秆“变形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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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销”两端发力

平湖：秸秆带旺两大产业

（上接第1版）

壮大特色产业 带动农民致富
省人大代表徐洋是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副研究员，她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建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

‘土特产’全产业链100条。”此次她带来了关

于做优我省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议案。

徐洋表示，稻渔综合种养是一种绿色、

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

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超过4200万亩，越来越多稻田资源和水资

源丰富的地区将稻渔综合种养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取得了显著

成效。

徐洋建议，应进一步总结提炼各地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有益做法，从加强政策

倾斜、强化规划引领、注重科技创新、做优产

业支撑四方面发力，促进“一田双收、粮渔共

赢”。

在省“两会”上，“产业促富”一度成为高

频热词。聊起这个话题，省政协委员、开化

县大溪边乡上安村党支部书记余雄富有自

己的一番见解。“近年来，我们村每年轮作一

季高粱、一季油菜，红高粱酿酒、油菜籽榨

油，如今，全村每年仅销售高粱酒等产品就

有 600 余万元收入，带动村民人均增收 2 万

到3万元以上。”余雄富说，这次他带来了一

份关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提案，想把自己

多年的联农带富经验分享给大家。

“各地要根据原有产业布局，结合‘一乡

一品’，进行系统规划和区域分工协作，避免

乡村产业同质化，做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

收入、村村有特色。”余雄富说，希望政府有

关部门对有产业发展潜力的乡村，在用地指

标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农产品加工业提能升

级拓展空间。

放大创客优势 实现绿色发展
在省“两会”上，大家紧紧围绕农创客培

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等话题积极发声。

省政协委员、宁波市鄞州姜山归本水稻

农场负责人汪琰斌是一名“90后”农创客，至

今，其农场的粮食种植面积已达5500亩。今

年1月，他在宁波市区开了一家“三农”体验

店，销售的大米等优质农产品火爆出圈，让

很多宁波市民感受到了农创客的创业活力。

汪琰斌此次将目光聚焦到了如何更好

放大青年农创客的优势，更好助力农业生产

上来。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农业政策

性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农创客予以进一步支

持。他表示，当前我省对农业专业技术人才

的需求较大，希望政府能对接高校、农业科

研机构等，建立农创客人才资源库，探索成

立农创客综合服务之家等，为农创客发展提

供更多指导和建议。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聚焦聚力提升

绿色发展水平。作为植保专家，省政协委

员、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

黄凯美带来了一份关于大力推动我省微生

物肥料产业发展的提案。黄凯美说：“当前，

微生物肥料作为一种绿色新型肥料制品，在

减少化肥使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鼓励传统有机肥生产企业转型升级，

研制专用微生物肥料，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同时，要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农民对微

生物肥料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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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潜动能” 加快增收步伐
浙江持续做好“扩中”“提低”文章，促

进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加、经营净收入

高效增长、财产性收入加快补短、转移性收

入更好普惠。

“壮大乡村产业，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

能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是嘉兴‘扩中’的重要方向。”嘉兴市委农办

秘书处处长周海明表示。

近年来，嘉兴市全力打造全国最大中

华白玉蜗牛养殖基地，每年生产2000吨左

右可食用蜗牛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约 7

成，吸纳了周边60多名富余劳动力就业，

辐射带动525户农户，辐射面积2800亩，拉

动养殖户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

在缙云县，一只小小烧饼联结了菜

干、猪肉、烤炉等产业，不但走出国门、销

往世界，还成为带动当地低收入农户增

收的致富产业。在该县仙都街道鼎湖村

轩辕街，饼仙缘餐饮有限公司投资 200

多万元，联合周边两个乡镇的低收入农

户，为其免费提供猪崽，实行规范养殖，

生产的猪肉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后续我

们将继续扩大合作规模。”该公司总经理

杨绞涞说。

目前，缙云烧饼产值达34.8亿元，从业

人员2.5万人，并在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

1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示范店，成为有故乡

情、有乡土味、有独特性、有价值链的“乡愁

富民产业”。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我省不断提升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同时，大力开发乡村公益岗位，优

先聘用半劳动力、弱劳动力低收入农户就

业，做大“扩中”盘子，挖掘“提低”潜力。

念好“山海经” 缩小区域差距
每年9月，当“景宁600”高山冷水茭白

迎来丰收之际，每天都有1万多公斤茭白

通过云端采购、冷链物流等方式，从景宁县

景南乡、大漈乡销往上虞、温岭等与景宁建

立山海协作关系的结对县（市、区）。记者

了解到，该县先后与乐清市、海盐县等6个

县（市、区）结对，开展“消薄”、科创、产业等

领域合作交流，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

变，共建“消薄飞地”4个，收益3400万元，

促进162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建设山区海岛县产业链成为推进县域

城乡融合发展的“催化剂”。如嵊泗县从贻

贝种苗、养殖规范、数字监管等切入，大力

推进贻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贻贝产值

超8亿元、亩收益超3.5万元；泰顺县建立

浙江省奶牛遗传改良与乳品质研究重点实

验室，重点研究基因组育种与遗传改良、优

异种质创制与良种扩繁、乳制品研究与产

品创新等难题，破解我省奶牛自主育种供

种能力低等“卡脖子”问题……

2023 年，我省启动“共保体支持山区

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系列行动”，高效推进山

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地方特色

主导产业“一县一链”，提升山区海岛县强

链补链能力，累计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12个，培育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81

家，实现年销售收入 800 亿元。山区海岛

县安排省级以上支农专项资金60.5亿元，

谋划“263 共富农产品”八条支持举措，带

动新增消费帮扶11.4亿元。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将持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念好“山

海经”，打好“组合拳”，不断为山区海岛县

注入发展新动能，实现农业农村共同富

裕。

新期盼 新征程

春节临近，在义

乌市廿三里街道“廿

家”共富工坊内，工

作人员正在制作各

式麻糖，糖香四溢，

吸引众多游客来此

共赴“甜蜜之约”。

廿三里街道李宅村

是远近闻名的麻糖

专业村，生产的麻糖

口感香甜醇厚，销往

全国各地。

龚献明 摄

节日近节日近
麻糖香麻糖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