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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季节悄然落幕，黔中大地，田野
逐渐褪去“金色浪潮”，曾经轰鸣的收割机
已停歇，但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工作仍
在进行，这些秸秆被送往饲料厂、肥料厂、
燃料加工厂等地，被全方位回收利用。

近年来，安顺通过政策引领、科技助
力、多级联动、综合施策、加大宣传等方
式，深入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
化、原料化、能源化“五化”利用模式，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向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以及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让“生态包袱”
变为“绿色财富”。

防患于未“燃”
当好庄稼“守望者”

秋收结束，在安顺各秸秆禁烧重点
区域的田间地头，不时能看到巡查员开
展秸秆焚烧检测工作的身影。随着一阵
嗡鸣声响起，无人机“嗖”的一声，在巡查
员的操控下腾空而起，开启了日常巡查
监测工作。

农业产物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
秆。当颗粒归仓后，无用的秸秆往往被
一烧了之，产生的大量浓烟对生态环境
造成不小的危害。安顺市科学划定秸秆
禁烧区，引导村民执行秸秆禁烧规定，并
在重点时段对重点区域开展巡查，通过

“人防+技防”的智能化禁管从源头上减
少秸秆焚烧现象。

视频实时监控是禁烧监管的重要手
段之一，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的工作人员
紧盯监测站点的空气质量实时数据以及
视频监控点的实时画面，一旦发现有数据

“冒泡”或火点“冒头”的情况，及时督促周
边区域强化秸秆禁烧巡查检查，实时跟踪
处理进展，直至火苗熄灭、数据回归正常
数值。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了18套高空
瞭望烟雾智能识别系统，并辅以无人机不
定时巡查，提高了监管效率，有效减轻了
人力巡查的工作量，实现了对秸秆焚烧行
为的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市生态环境
局大气科工作人员杨露津介绍，如果发现
焚烧行为，会及时通知县、乡、村三级相关

人员积极开展处置工作。
同时，市生态环境局还采取群众易

于、乐于接受的宣传手段，利用线上线下
渠道，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综合利
用秸秆的好处以及相关规定。

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发“安顺市秸秆
管控管家”小程序，实现禁烧区域实时定
位，方便村民实时查看禁烧区域、秸秆综
合利用回收站点，实现一键导航至周边秸
秆综合利用点功能。开设科普秸秆综合
利用、禁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通知专栏，
做到随时随地就能查看相关禁烧规定及
管理要求。

秸秆回收变饲料
助农增收保生态

秸秆不能焚烧，应该如何处理？作为
农业生产的“边角料”，农作物秸秆处理不
好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利用好了则能
创造价值、改善生态。安顺积极探索秸秆
回收综合利用新模式，加快推进秸秆资源
化、商品化利用，降低田间秸秆存量，推动
秸秆综合利用与生态环保“双赢”。

金秋十月，在西秀区轿子山镇的田间
地头，农户正将打包好的秸秆堆一一装
车，随后运输到镇上的贵州志成三合牧草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牧草”）。

三合牧草是一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
主要收取秸秆用于制作成牛饲料出售给
养牛场，近年来，随着养牛场数量和规模
不断扩大，对于秸秆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在该公司青贮饲料加工车间内，打包
离田的秸秆在现代化机械上“走一趟”，成
为了一捆捆饲料。过去废弃的秸秆，摇身
一变成了环保高效的饲料原料，实现了产
业循环发展。

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农作物秸秆从田
间移出处理的成本较高，而就地焚烧则显
得更为快捷省力，这导致焚烧秸秆的现象
时有发生。

“我自己家种水稻玉米，收完后剩下
的秸秆就拉来卖，一吨600元，以前秸秆不
值钱，没人收，一部分拿去喂牛，剩下的堆
在田里影响收成，只能烧了，现在有公司
收购，以前不值钱的秸秆也能为我们带来

了收益。”轿子山镇村民郭明珍说，秸秆收
购季节，公司需要的务工人员增加，我还
能到这里务工，一个月也能有3600元的收
入。

截至目前，三合牧草已收购 3万多吨
高粱、水稻、玉米等秸秆，预计年吞吐量达
10多万吨，年产值 3000多万元，实现西秀
区全覆盖。

秸秆回收利用不仅可以避免焚烧秸
秆造成大气污染，还增加了当地群众收
入，解决了养殖场的饲料需求，降低了养
殖成本。

“近年来，公司对秸秆需求量逐渐增
加，收购范围逐渐向全市覆盖，还有毕节、
黔东南等地。收购价根据秸秆种类不同，
在240至600多元每吨不等。”三合牧草负
责人龙中福介绍，公司还聘请了40余名当
地人员参与到秸秆加工工作，忙碌时能达
到100余人。

同时，三合牧草采取“回收企业＋农
户+经纪人+服务队模式”推动秸秆回收利
用工作，目前安顺“秸秆经纪人”近 200多
人，对一些年龄大，无法收割秸秆，家中又
没有年轻人的老人，“秸秆经纪人”还能直
接到田间帮忙收购，有效降低了成本。

三合牧草只是安顺众多秸秆加工企
业之一。目前，仅西秀区就有上规企业 6
家，散户100多家。

变身优质肥料
“秸”尽其用增效益

在安顺，秸秆除了用作养殖，还可以
加工成肥料。正值秋日，安顺经开区宋旗
镇和兴村的300多亩土地逐渐盖上了一层
玉米秸秆，不久之后，这些秸秆间便会陆
续长出油菜嫩芽。

过去，秸秆处理是和兴村最让人头疼
的事，乱堆乱放影响村庄环境，露天焚烧
造成大气污染，和兴村采取秸秆免耕覆盖
还田的方式，让田间秸秆变废为宝，形成
了环保、经济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实现

“1+1＞2”的效果。
“我们这里的地用机器耕种比较麻

烦，现在将玉米秸秆直接覆盖在田垄上后
洒上油菜籽，秸秆不需要打碎，地也不需

要翻耕，节省了人力物力，平时只需除草，
产量也有明显提升。比如，我家的地有 8
年没翻耕了，一亩玉米产量由 600多斤增
至 1000多斤，油菜由 200多斤增至 400多
斤。”和兴村干河组组长王道红介绍，秸秆
免耕覆盖还田节省了耕种成本，对一些年
纪大的人来说也相对轻松，农作物产量也
有提升。

“免耕覆盖还田效果明显，通过试验
示范，现在和兴村都在用这种方法，周边
村寨也有人学习。”和兴村驻村第一书记
何孝友说。

玉米秸秆就地还田，正是安顺经开区
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的一种有效方式。

“油菜播种是在水稻和玉米收获后不
久进行，玉米秸秆直接覆盖，起到保温保
湿除草的作用，还能够节约薄膜覆盖的成
本。”安顺经开区农林牧水工作组副组长
郭高芳介绍，地里的秸秆逐渐腐烂降解
后，能提升稻田肥力，增加作物产量。除
此之外，安顺经开区还积极推动秸秆基料
化利用，在将秸秆粉碎发酵后，用于食用
菌产业。把丰收后的秸秆变成肥料、原料
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可以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与和兴村采取秸秆免耕覆盖还田不
同的是，位于西秀区七眼桥镇的贵州华耀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则是通过收购秸秆，进
行堆沤腐熟发酵制成有机肥售卖。

“每年我们会收购2至3万吨秸秆，有
时能达到 5万吨，现在已经收了 1600多
吨，秸秆做成有机肥的一个优势是不管哪
种秸秆都能用。一吨有机肥价格在 1000
元左右。”该公司负责人牛方华介绍，秸秆
作为肥料，能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既能产
生经济效益，还能保护环境，减少焚烧情
况发生。

秸秆回收综合利用，让原本被视作废
弃物的秸秆转眼变成了宝贵的资源，真正
实现了“变废为宝”，有效解决秸秆焚烧污
染源问题，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和巩
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同时，也为农民开
辟了一条稳定可靠的增收渠道，提供收
集、运输、加工、销售等就业岗位，实现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丰收”。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安顺:“秸”尽其用 点“秆”为金
早报记者郭黎潇詹艳实习记者郝媛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西秀经济开发区
的贵州安为创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一堆黑色粉末经过配料、涂布、对辊、制片、
卷绕等 30余道工序后，便制成了一节节 5
号电池、7号电池。

和普通电池不一样的是，该公司生
产的电池在顶部多了一个充电口。“我们
生产的锂转干电池每充电一次相当于一
节全新的干电池，并且经过第三方机构
检测可循环充电使用 800余次，和普通干
电池相比，锂转干电池使用寿命更长、容
量更大、更加绿色环保。”该公司总经理
秦彦介绍。

据了解，2021年，贵州安为创能科技有
限公司经过招商引资落户西秀经济开发

区，是一家集研发、销售、生产为一体的科
技型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产品远
销欧美市场。目前公司有一条生产线、三
条包装线、三条组装线，每天可生产大约
15000节电池。

“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
‘锂电池转干电池’项目的研发与创新，
在产品的配方、设计、工艺等方面已经申
请获得 40余项专利。”在公司企业文化展
示墙前，秦彦告诉记者，安为创能是行业
内为数不多能够直接将粉末加工为锂电
池的企业，公司掌握的生产技术能够让
产品能量密度高于同行 20%至 30%，且自
耗量更低、安全性能更高。“公司产品通
过了多项国际认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

量和优质的服务，产品在国外很受客户
欢迎，去年公司产品 90%都出口到欧美
市场。”

作为一家技术驱动企业，该公司拥有
自己的专业研发团队，每年投入不低于
300万元用于研发。“每年全球干电池的消
耗量大概为 400亿节，我们希望通过不断
地研发创新把这个消耗转为 40亿节锂电
池，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一份力
量。”秦彦说道。

去年8月，《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正

式生效，这让安为创能看到了欧洲市场更
大的潜力。“目前，我们正在德国注册建立
公司，成立自己的品牌，并在波兰设立海外
仓，以此辐射整个欧洲市场，提升欧洲市场
份额的同时不断完善电池回收再制造产业
链。”秦彦表示，接下来，公司会努力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坚持以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在对应细分领域能够
脱颖而出，树立行业典范。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提升公司知名度，更好地开拓日韩、
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贵州安为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早报记者刘凤 实习记者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