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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甘蔗等农作物秸秆是广西崇左地区产量大、分布广的生物资源，本文通过分析崇左市如何规模化、

商品化高效科学开发利用秸秆，突出种植业和养殖业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撑，降低广西崇左地区

畜禽养殖成本，以实现区域化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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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on the present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ain crop straw in Chongzuo city, this pa-
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ses the straw of main crops in Chongzuo city. It points out the straw 
utilization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cale, commerci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To 
adapt to our country’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 technical support and highlight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explore a straw industry with feed utilization as the main focus and syn-
chronous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uti-
lization of straw is realiz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ustrie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value utilization industrial chain for straw to reduce 
the cos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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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西崇左市甘蔗、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作为“中国糖都”崇左市的种蔗糖面积在 400
万亩以上，玉米种植 100 万亩，大量的秸秆处理成为难题。随着生活能源、牲畜饲料的精细化使用，农

作物秸秆废弃物成为工农业生产新的产业化生物原料来源，崇左市因地制宜在不同养殖模式和不同产业

基础上推动秸秆形成饲料化、肥料化、燃料化、基料化的综合利用模式。本文积极探索秸秆改善土壤生

产环境[1] [2]、有效实施秸秆饲料、肥料加工技术，围绕以秸秆为原料的种养融合发展全产业链建设，不

断转化养殖模式，以减轻对天然草场的压力，践行生态乡村建设、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宗旨，为精准扶

贫提高技术保障。 

2. 崇左市秸秆利用现状 

崇左市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科技支撑、市场引导”的原则，以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环境生

态防治为抓手，实施水稻、甘蔗、玉米等农作物秸秆还田为重点，全面提升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水平，

形成布局合理、多级利用、生态效益明显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崇左市全年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 225 万吨、

可收集资源量约为 213 万吨、综合利用量约为 185 万吨、综合利用率 86.85%。其中肥料化利用约占 77%，

饲料化利用约占 15%，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约占 8%。到 2025 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0%以上，其中离田利用率达到 50%以上。 

2.1. 秸秆肥料化利用 

崇左市积极引导农民利用秸秆机械化、秸秆腐熟、堆沤还田以及秸秆为原料的有机肥生产提高耕地

肥力，全市推广秸秆还田面积 386.55 万亩，秸秆肥料化利用量 130 万吨左右，在天等县、大新县、宁明

县等水稻主产区，早稻秸秆以腐熟还田培肥、中稻晚稻以离田利用为主，推广应用农作物秸秆与畜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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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物混合制肥技术，使用好氧微生物堆肥实现秸秆生态、高效、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料利用。 

2.2. 秸秆饲料化利用 

崇左市积极推广秸秆饲料化综合利用与畜禽养殖结构调整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和农业循环经济。在

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甘蔗主产区，利用甘蔗尾叶发酵技术制备畜禽饲料以及粉碎还田和养殖秸秆

垫料使用。在大新县、天等县等玉米主产区，利用青贮饲料和颗粒饲料。围绕肉牛、奶牛、肉羊等畜牧

产业，促进秸秆市场化利用主体发展，崇左市具有加工利用秸秆 1000 吨以上的养殖合作社、专业养殖公

司、饲料加工厂等市场主体 51 家，其中有年收储能力为 8 万吨的亮剑生态牧业专业合作社、年收储量为

6 万吨的扶绥汇创牧业有限公司以及年消纳 3 万吨秸秆的甘牛养殖公司等，2022 年饲料化利用量为 30 万

吨。 

2.3. 秸秆能源化利用 

目前崇左市有扶绥县理昂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琦泉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广西崇左得力新能源有限公

司利用秸秆发展生物质发电技术，鼓励企业提高秸秆掺配比例，增加秸秆在燃料中的使用量，提高秸秆

发电率。2022 年秸秆燃料化利用量为 13 万吨左右。2021 年全市秸秆燃料化利用量为 11.4 万吨，按 1.321
千克秸秆可以产生 1 度电计算，11.4 万吨秸秆可以发电 8600 万度，按 0.4207 元/度电计算，产值为 3618
万元。 

3.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秸秆直接还田过大，处理模式较为单一，成本较高 

水稻、玉米的夏收秋种季节以及甘蔗榨季是集中收获期，大量秸秆没有经过处理直接还田，尤其是

作物病虫害特别是杂草明显增多，以致农药、除草剂也随之增加[3]。广西地形崎岖多山地，增加了收储

成本，新鲜秸秆收割时间较为集中，短时间内无法通过直接饲喂全部消耗。收储运体系、网络能力存在

明显短板，严重制约离田利用产业化发展。 

3.2. 牛羊养殖总量不足、秸秆消纳能力不高 

2022 年崇左市的牛饲养量为 30.12 万头，羊的饲养量为 10.37 万只，存栏 100 头以上的牛场只有 28
家，年存栏 5~30 头的小养殖场占比高达 84.39%，肉牛、肉羊养殖规模仍较小，而且养殖户较少，规模

养殖场多采用牧草青饲料加精饲料的传统模式，而不能直接利用当地的丰富农作物秸秆资源发展圈养方

法，特别是小养殖户，由于饲料秸秆的利用率较小，影响了养殖效益，从而制约广西崇左市的养殖业的

发展壮大，不能协调推进秸秆腐熟、生产有机肥和畜牧养殖过腹等间接还田方式，做好秸秆还田生态效

应监测。 

3.3. 秸秆利用和收储缺乏完善的配套政策 

回收点辐射范围有限，有效服务覆盖面小，运输成本较高，秸秆收储转运经营效益低，离田利用环

节未能实现有效、及时的回收。指导秸秆收储运主体、大型秸秆利用企业，通过直接还田或加工生产育

秧基质和有机肥间接还田等方式回流耕地的配套政策少。 

4. 崇左市秸秆综合利用发展对策 

4.1. 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崇左市制定出台了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与提升耕地保护质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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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出台的《加快牛养殖发展的决定》和《崇左市加快推进牛羊养殖业发展工作方案(2022 年~2025 年)》，
旨在立足 400 万亩甘蔗资源禀赋，利用甘蔗尾叶等秸秆资源，按“10 亩甘蔗养一头牛”的思路做好养牛

产业发展文章，着力打造“中国富硒牛都”。全市现有千头以上规模养牛场 5 个，百头以上 28 个；千只

以上规模养羊场 1 个，百只以上 237 个。利用不同方式青黄贮技术及干秸秆加工保存技术，促进草食畜

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秸秆高效利用助力产业发展。 

4.2. 补齐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4.2.1. 抓项目增强产业发展潜力 
《崇左市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2022~2025 年)》，明确秸秆收储、利用布局和产业发展

规划，因地制宜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在龙州、扶绥、天等、大新等 4 个县实施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目前有 1000 吨以上秸秆利用市场主体 28 家，其中秸秆利用主体 15 家、加工主体 8 家，收

储主体 5 家，投入项目资金实施国家粮改饲秸秆加工和牛羊养殖产业发展。2021 年全市通过秸秆饲料化

利用，牛饲养量达 37.3 万头，出栏 7.7 万头；羊饲养量达 19.6 万只，出栏 9.6 万只；实现草食畜牧业产

值达 13.5 亿元。 

4.2.2. 提升秸秆机械化和青贮利用能力 
崇左市积极落实自治区补贴政策，全市共拥有秸秆粉碎功能的收获机 1062 台、打捆离田机 31 台、

粉碎还田机 677 台；秸秆机械离田作业面积已实现崇左市秸秆主要产生区全覆盖，2021 年秸秆离田作业

面积达 120 万亩，离田秸秆 60 万吨。利用自然青贮技术，大幅度延长甘蔗等秸秆保持时间，减少营养成

分的流失，有有利于改善适口性，提高牛羊等畜牧业动物的采食量，促进消化吸收。通过氨化和混合青

贮外源加入发酵助剂使秸秆饲料的粗蛋白质和粗纤维含量等指标进一步优化[4]。 

4.2.3. 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配套产业聚集发展 
崇左市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明确对所有秸秆加工利用主体给予三年免税的优惠政策，

对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优先保障建设用地指标，秸秆加工利用用电全部执行农业用电标准。2022 年，

全市共扶持各类秸秆收储运社会化服务组织 43 个，新建、扩建秸秆收储站(点)137 个，年收储秸秆量可

达 60 万吨。崇左市把畜禽养殖产业结构与饲料化秸秆利用调整结合，延伸产业链条[5]，持续加强产学研

结合能力，解决秸秆适口性和储存难等问题。形成“收储运”一体式的运作模式，实现秸秆饲料化利用

效益最大化，打造特色秸秆高值化利用产业。扶绥县汇创牧业有限公司年收储秸秆 6 万吨、产出饲料 2.3
万吨，年销售额达 700 万元；龙州县亮剑生态牧业专业合作社 2021 年收储秸秆 7 万多吨，实现秸秆收储、

利用和草食畜牧业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扶绥县、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甘蔗主产区，围

绕肉牛、奶牛、肉羊等产业，重点推动蔗叶秸秆饲料化和养殖垫料等利用。在大新县、天等县等玉米主

产区，重点推动青贮饲料、草食动物颗粒饲料、食用菌栽培基料等利用，打造了一批年产值亿元以上的

秸秆高值化利用产业。 

5. 结语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坚持农用优先、多措并举，以肥

料化、饲料化、能源化为主攻方向，在全国 400 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 1600 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

地，确保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86%以上。崇左市龙州县实施的桑枝银耳工厂化生产及菌渣循环利

用示范项目，对于银耳栽培达到透气性好、废料利用的目的，利用银耳菌渣栽培姬菇，每包可以达到节

约成本 0.3 元的效果[6]。秸秆利用微生物转化为小分子物质生产乙醇、丁二酸、高吸水性树脂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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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利用玉米秸秆制备饲用乳酸菌培养基等[7]。秸秆综合利用以规模化离田收储[8]、商品化加工增值、

高效规模养殖产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广西崇左市秸秆生产加工信息资源平台，促进各产业关键节点

高效合作健康发展，建立秸秆现代收储运销网络，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种植、养殖和农副产品

加工业相结合的新型生态产业链[9]，形成比传统“石油农药”生产力更高、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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