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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2024D28 号党派团体

提案的答复 

  吉农议案〔2024〕86号 

民盟省委会：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吉林省完善玉米秸秆综合

利用 提高耕地质量促进黑土地保护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

下： 

  吉林省是粮食大省，也是秸秆资源大省。据测算，全省秸秆总量约为 4243

万吨，可收集资源量约为 3761 万吨，位居全国前列。我省坚持政府主导、农用

优先、突出重点、多元利用的原则，以秸秆还田肥料化和过腹转化饲料化为
“双引擎”，持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6%以上，秸

秆利用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 

  一、主要工作进展 

  （一）秸秆综合利用率稳步提升。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年持

续努力，全省秸秆“五化”利用得到全面发展，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攀升，

农用化利用和饲料化利用两个增长点已经确立，在稳定原有利用方式的同时，

不断拓宽利用渠道，秸秆利用呈现良好发展趋势。 

  （二）秸秆还田面积不断扩大。近年来，我省将秸秆还田作为保护黑土地

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纳入省政府重要工作日程，将秸秆覆盖还田保

护性耕作作为肥料化利用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的有效手段强力推进，加大秸

秆深翻、碎混、堆沤还田支持力度，耕作面积持续增长。从目前情况看，2023

年度全省可实施保护性耕作 3700 万亩，实施深翻、碎混、水稻搅浆等合计 500

多万亩。耕地质量进一步提高，促进黑土地保护。大量秸秆变废为宝，实现了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提升。 

  （三）秸秆利用技术逐步成熟。经过多年试验示范、推广应用，我省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体系逐步完善。肥料化利用形成了秸秆覆盖、深翻、碎混、堆沤

等还田技术模式，发布了玉米秸秆全量覆盖还田免耕播种、水稻秸秆搅浆还田

等技术模式 7个。饲料化利用形成了秸秆青（黄）贮、颗粒化等加工处理技术



模式，实现了集中规模化加工。能源化利用形成了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发电、

发酵制沼气、压块成型等技术模式。 

  （四）收储运体系进一步健全。不断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和企业建设秸秆储存基地，培育秸秆收集、运输等专业化合作组织。加大

秸秆收储运各环节的补助力度，按照秸秆产地合理区域半径就近就地利用原
则，进一步推广农作物联合收获、秸秆捡拾打捆全程机械化，逐步打造了秸秆

捡拾、清运和储存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由秸秆利用企业和收储组织

牵头、农民广泛参与、市场化运作的高效运行的收储运体系。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决策部署，科学组织，精心谋划，全

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及黑土地保护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加大秸秆还田力度。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重点推广玉米秸秆全量深
翻还田、堆沤培肥、保护性耕作等技术模式。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秸秆保护

性耕作、深翻还田和水稻秸秆全量粉碎翻压还田技术模式。东部地区重点推广

秸秆全量粉耙还田等技术模式。适度提高保护性耕作及秸秆深翻等全量还田比

例，加快实施秸秆生物有机肥还田，培肥地力，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形成可

推广可复制还田技术模式，并在全省学习推广。 

  （二）抓好工程项目实施。吸引更多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落户，谋划实施肥

料化地力提升、饲料品质提升、能源替代、菌物培育和原料增效优质“五化”

工程，加快推进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全省实施肉牛饲养能力千头以上大项目

239 个，新建肉牛屠宰加工项目 12 个，新增产能 113.5 万头。同步推进中东西

3大肉牛产业集群建设。在农安、榆树、伊通、梨树、通榆、敦化实施基础母

牛扩群提质项目。探索订单生产模式，推广应用农作物茎穗兼收技术。在农安

县、伊通县实施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整县推进项目，全域统筹推进秸秆饲

料收贮工作。积极推广饲料生物技术。成立“秸秆饲料利用方式变革示范推广

项目”工作组，在我省东部、中部和西部开展玉米秸秆“菌酶协同”发酵技术

示范、应用与推广。提高饲料化过腹转化能力。积极推进在建生物质发电项目
在国家退补“窗口期”并网发电，协同推进生物天然气项目建设。支持伊通、

磐石、东辽等生物质电厂发展较好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秸秆直燃发电、固体成

型燃料、生物天然气、生物甲醇、制氢制碳等能源化利用项目，提升秸秆利用

附加值。支持德惠、柳河、前郭等县域，加快发展秸秆造纸、包装材料、建筑
板材、草编生产等项目，巩固提升原料化利用水平。支持汪清、蛟河、镇赉等

食用菌和水稻产业强县，建设育苗基质项目，扩大基料化利用覆盖面。加快秸

秆高值化利用，延长产业链条。 

  （三）加强收储运体系建设。健全高效化收集体系，建立专业化储运网

络，推广多元化运作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省级标准化

秸秆收储中心、区域性秸秆收储中心和村级收储网点。培育壮大收储运作业主

体，支持发展企业自营、农民合作社兼营和经纪人专营等收储运服务体系。探



索建立村企共建、利益共享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运营机制，尽快实现产粮大

县收储运体系全覆盖。 

  （四）加大技术装备研发推广力度。依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吉林大

学、省农科院、吉林农大等科研单位，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核心技术和配套

农机具研发力度，开展草谷比、可收集系数以及还田监测。扶持引导基层农技
部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广应用秸秆茎穗兼收、越冬腐熟、有机肥生产等先

进实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加强新技术新模式指导培训和推广宣传。 

  （五）培育壮大作业主体。鼓励培育设备适用、技术先进的秸秆田间作
业、收储运、加工转化市场主体，构建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三级秸秆运输

网络，以强大的作业主体支撑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市场化运作、政

府推动、农户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六）强化科技支撑保障。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核心技术和配套农机具

研发力度。开展秸秆茎穗兼收、越冬腐熟、有机肥生产等新技术新模式指导培

训和推广应用，切实提高我省耕地质量，促进黑土地保护。依托省农科院、吉

林农大等科研单位，开展草谷比、可收集系数以及还田监测，加强秸秆资源台

账建设。 

  （七）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农作物秸秆的可持续综合利用，进一步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探索“项目+基地+企业”、“研究所+高校+生产单

位+龙头企业”现代农业技术一体化模式。大力推动农业资源环境大型治理项目

建设。鼓励乡镇发挥“能人”作用，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认

真落实秸秆综合利用财政、税收、用电、交通政策。围绕秸秆新型建材、秸秆

制浆造纸、秸秆炭基肥等，谋划符合国家产业扶持方向、适合地方发展需求的

项目，积极向国家申报，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统筹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

征即退、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税费优惠等政策落实，优化税费服务，精减办税流

程；大力推进金融贷款投放和产品创新，进一步发挥省工行、省农信系统、吉

林银行等涉农信用担保类业务的积极作用，解决秸秆收储运、饲料燃料加工、

畜牧业信贷等资金需求；对接玉米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了解办电需求，对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对秸秆交通运输重点

路段、关键节点加强路网监测，建立联动机制，加强预测预警，排除安全隐
患，确保秸秆运输车辆通行顺畅。 

  （八）用好用足项目资金。充分发挥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效能，遴

选一批秸秆“五化”利用重点县，形成秸秆沃土、养畜、能源化、全量利用等
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此外，进一步发挥省级秸秆禁烧火点罚没扣款作用，以补

促用，提升离田多元化利用水平。 

  （九）不断强化宣传培训。继续深入总结提炼成熟技术模式，利用广播、

电视及互联网等媒体，通过现场会、培训班等方式，在全省范围广泛宣传，提

高各级基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加大好经验、好做法推广力度，

为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营造良好氛围。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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