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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纪台镇的茄子种植
面积大，秸秆处理一直是镇上
关 心 的 话 题 。 在 曹 家 官 庄
村，菜农李延平多年来一直
在推广秸秆就地还田。2013
年，他改造出了第一台蔬菜
秸 秆 还 田 机 ， 随 即 进 行 试
验，并从 2014 年开始在纪台
镇推广秸秆还田。现在，大
棚蔬菜秸秆就地还田技术不
仅在寿光得到推广，还吸引
了不少外地菜农前来考察学
习。李延平介绍，以前种植
长茄产生的秸秆往往产生污
染环境、阻碍道路、火灾隐
患等问题。通过秸秆还田，
既解决了这些问题，还实现
了农业生产的生态循环。从
土地中生长出的秸秆被粉碎
后，再次回到了土壤。近年

来，纪台镇以创建“农业秸
秆资源化利用示范镇”为目
标，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多
渠道拓展蔬菜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模式。“秸秆还田”等模
式的推广，改良了土壤结构，
减少了农业病虫害，增强了土
壤肥力，作物亩产量明显提
高，也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双赢。

每年进入5月份，李延平
就开始着手准备本年度的蔬菜
秸秆还田工作。秸秆产生的时
间比较集中，因此还田工作也
会集中进行。为了推动还田的
顺利进行，他成立了专门秸秆
还田的寿光市纪都农机专业合
作社，联合了200余名拖拉机
手，统一调度，根据作物秸秆
集中产生的时间点开展工作。

曹家官庄村的秸秆还田率达
95%，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秸秆还田专业村”。李延平
说，菜农支持秸秆还田，是因
为真正看到了还田的好处。以
当地种植广泛的茄子为例，每
亩地约种植 1700 棵茄子，最
后会产生约 2600 斤-2800 斤
的秸秆。一个棚产生的秸秆就
如此多，几百个棚的秸秆数量
可想而知。这些秸秆含有大量
有机质，如果施入土壤中大约
可减少 10m3-15m3 稻壳的用
量。如果随意丢弃，更是会占
用大片土地。如果清理出棚，
则需要至少两个工人花费一整
天的时间。秸秆就地还田已经
实现了机械化，全程工作仅需
要1.5小时左右，对于菜农来
说十分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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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循环农业 蔬菜秸秆有了新用途

蔬菜秸秆综合利用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经过
专业设备深加工，将蔬菜
秸秆转化为有机肥，实现
变废为宝。位于古城街道
的山东泰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每年都会收集大
量蔬菜秸秆，经过加工，
生产出有机肥，再销售给
菜农。泰昌生物建设了

“秸秆—有机肥”生产线，
统一收集周边古城街道、
田柳镇、文家街道等镇街
的秸秆进行深加工。据介
绍，到了每年的换茬期，
该公司就会通过环卫运
送、菜农自发清运、公司
车队回收等方式，将大量
的蔬菜秸秆收集起来。

在生产车间，该公司
负责人介绍，收集的秸秆
首先要进行初分拣，将混
杂在秸秆中的塑料薄膜、
铁丝等杂物清理出来。下
一步，工人把秸秆放入大
型粉碎机中，将秸秆粉碎
成小块，经过再发酵或水
解程序，杀灭秸秆中的病
原菌、虫卵等，再添加有
机质含量丰富的畜禽粪
便，加工成商品有机肥，
或者添加专用菌种，形成
功能性较强的生物有机
肥。

泰昌生物现有 100
多亩蓄料基地，作为原材
料的堆积存放场地，秸秆
收集范围覆盖周边多个
镇街，在换茬季集中收集
秸秆，堆放在蓄料基地
内，通过合理调节淡旺季
产能，有规划地展开生
产，确保全年原材料供应
稳定。蔬菜秸秆深加工产
品以有机肥为主。公司通
过在有机肥中添加功能
性物质，使之成为具备特
定功能的产品，使得应用
更有针对性，市场销路更
广。同时，还配备了化验
室，用于检测产品质量，
近年来随着产品应用的
增多，又开始为农户进行
测土配方施肥。

在寿光，从事秸秆综
合利用的企业还有很多。
孙家集街道以黄瓜、苦瓜
种植为主。寿光菌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则主要收
集这两类秸秆。每天还有
多辆环卫车将附近的秸
秆送至公司，同时，洒水
车提前对道路洒水，避免
车辆运输过程中尘土飞
扬，影响周边棚室采光。
在稻田镇的皓阳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同时在孙家

集街道和文家街道开展
秸秆回收，年回收蔬菜秸
秆超过 10 万吨。回收的
蔬菜秸秆分两类处理，一
类是木质化程度高的秸
秆，会切割成 10 厘米长
小段，用于生物质发电厂
燃烧发电；一类是木质化
程度低的秸秆，经粉碎后
加工成生物有机肥。

菌禾生物负责人介
绍：“蔬菜秸秆经过处理，
首先要清除掺杂其中的
地膜、吊绳等生产、生活
垃圾，粉碎后，按一定比
例，逐步混合禽畜粪便、
豆饼、麻糁、棉籽、废菌
棒、糖渣、玉米渣等有机
质含量高的物料。在各级
发酵腐熟过程中，杀灭秸
秆上残留的有害菌、虫
卵、根结线虫等，分解农
药残留物。不同秸秆处理
企业生产的生物有机肥
中虽然都含秸秆，但秸秆
所占比例不同，选择添加
的有机物料种类和功能
性菌种也不同，产品形状
有粉末和颗粒之分，生物
有机肥成品在营养含量
及 功 能 上 存 在 一 定 差
异。”

在位于稻田镇的九
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院
内，建有蔬菜秸秆变肥料
自动化流水线生产设备，
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控制。
蔬菜秸秆等原料经过流
水线加工后，一次性转化
肥料，实现了原料的高效
循环利用。据介绍，在蔬
菜换茬期，该流水线处理
能力超过30吨/天。每到
秸秆还田时，公司会根据
需求，先将秸秆就地粉
碎，再把粉碎后的秸秆收
集起来运往公司，作为原
料放入流水线进行加工。
目前，公司附近的农户都
愿意采用这种方式进行
清园工作。秸秆处理的
原料来源丰富，除了设
施蔬菜秸秆外，蔬菜市
场尾菜等农业废弃物，
以及周边畜禽养殖场粪
污等，均可作为主要原
料统一收集运输后，进
入流水线生产，集中进
行无害化处理，产出固
态及液态有机肥料，进
行市场化销售或自给自
足。既清理了秸秆、尾菜
等垃圾，净化了环境，也
生产出了标准化的肥料
产品，再施用到土地上，
形成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在蔬菜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蔬菜秸秆产生。随处丢弃蔬菜秸秆，不仅对环境
产生了不利影响，也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因此，蔬菜秸秆的综合利用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近
十年来，山东省寿光市针对蔬菜秸秆综合利用也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如秸秆就地还田、秸秆转
化有机肥、秸秆转化燃料等，推动了蔬菜废弃物的综合再利用，进一步改善了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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