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吕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吕梁市 2021 年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吕农发【2021】73 号）的通知精

神，为有效缓解农作物秸秆焚烧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进一

步提高农作物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土地保护和耕

地质量提升，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岚县位于山西省境内中部西侧，吕梁市东北部，汾河上

游。辖 4 镇 5 乡 136 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 1512 平方公里，

总人口达 18.12 万。现有耕地 62.9 万亩，总人口 18 万，农

业人口 15.2 万。岚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 6.8℃，年平均降水量 460.4mm，降水集中在 7、8、9 三

个月份，年日照时数 2693.9 小时，年有效积温 2948℃,无霜

期 120 天左右。土地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其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给农作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县粮食

播种面积为 40.58 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19.15 万亩，谷

子播种面积 3.93 万亩，高粱播种面积 4.62 万亩，其余为马

铃薯和豆类，秆秸秆资源量约为 15 万吨。全县秸秆加工企

业较少，除祥泰草蓄开发有限公司加工能力较强外，其余有

机肥厂、生物质燃料厂、新型材料加工厂加工能力较弱，福

容固态纸浆加工厂正在建设中，使我县玉米秸秆综合利用得

不到全量,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85%,综合利用率较低。

二、总体思路目标任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2.htm


1、总体思路

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就地就近、政府引导、科技

支撑、多元利用、市场运作”的原则，以产业提升为方向，以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促进秸秆全量利用为目标，以技术创新

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秸秆农膜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一

体化推进，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扶持培育一批秸秆离田、收

储运和加工利用的市场化主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

持续运行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构建高质高效的长效利用机制

和产业发展格局。

2、工作目标

2021 年,项目主要以秸秆青（黄）贮饲料,秸秆综合利用

企业（合作社、农牧业公司）为主体。通过项目的实施，建

成两个秸秆收储运利用站点，形成多元化秸秆综合利用格局,

秸秆综合利用率要达到 90%以上,秸秆利用效益不断提升，全

面杜绝露天焚烧，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形成秸秆综

合利用主推技术。

3、基本原则

（1）自愿申报、全县推进

按照自愿申报、合理布局、择优布点的原则，整县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在秸秆综合利用主体自愿申报的前

提下，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抽取资金充足、运行良好、经营

规范、口碑好、信誉高、有规模、有资质的企业，立足本片

区域，带动提升全县秸秆综合利用能力，探索新的秸秆综合



利用模式，示范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2）以农为主、多元经营

坚持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通过项目建设，

科学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的结构和方式，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

水平，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3）政策引导、市场运作

通过政府培育环境、政策引导，激发秸秆离田市场主体

活力，积极调动全社会关注，全社会参与。

（4）提升能力、长效运行

围绕秸秆综合利用饲料化收储运和综合利用能力提升，

利用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实施主体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农

民积极主动参与，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秸秆市场经济

价值，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三、项目支持对象及实施内容

1、支持对象

根据整县推进的原则，对全县 9 个乡镇玉米秸秆离田综

合化利用，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原则，通

过秸秆综合利用实施主体自愿申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实地核查，择优筛选有资质、有场地、有资金、

有实力、建设积极性高、具有较大规模、较大秸秆饲料化利

用量和一定秸秆储存设施的实施主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作业任务，筛选出岚县祥泰草蓄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福容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2 个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站点，

开展秸秆离田饲料化利用，辐射带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提升。

2、实施内容

新建饲草库、饲草场、秸秆加工厂房 12890 平方米，新

购置秸秆收储加工设备 40 台（套），具体内容附后。

岚县祥泰草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设施设备建设项目建设内容

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单位

购价（万元）
单位 数量

机械设备

1 抓草机 鲁工 山东鲁工 台 2 14

2 旋转式搂草机 9LX-740 冀旋农机 台 2 26

3 除膜机 山东日照 台 2 12

4
切割揉碎园草捆打捆

机
9QS-2.2M 华德农机 台 2

60

5 压块机 45kw 唐山华奥 台 1 13

6 液压打捆机 55kw 唐山华奥 台 1 15

7 饲草粉碎机 160kw 唐山华奥 台 1 28

8 圆盘饲草粉碎机 132kw 唐山华奥 台 1 20

9 上料机 唐山华奥 台 1 5.5

10 移动 360 粉碎机 台 1 60

11 移动大方捆机 台 1 25

小计 15 278.5

饲草库

1 饲草库 43x30x7m 座 1 167.7

2 饲草堆场硬化 20x100m 平米 2000 17

小计 184.7

合计 463.2



山西福容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设施设备建设项目建设内容

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单价（万元） 购价（万元）
单位 数量

加工机械

1 大方捆秸秆压捆机 2*75kW 台 1 35 35

2 链板输送机 1.8/12m 台 1 7 7

3 滚龙筛 长 2.2m；直径 10m 台 2 4.5 9

4 输送机 长 12m；宽 1m 台 4 1.7 6.8

5 秸秆粉碎机 200/132 台 1 28 28

6 小方捆秸秆压捆机 75kW 台 1 14 14

7 输送机 长 12m；宽 0.8m 台 2 1.5 3

8 滚龙筛 直径 1.8m；长 8 米 台 1 2.8 2.8

9 输送机 2+10/800 宽 台 1 1.6 1.6

10 秸秆粉碎机 160kW 台 1 18.5 18.5

11 双出口上料机 台 1 3.2 3.2

12 秸秆膨化机 9p—250 台 6 16.5 99

13 秸秆打包机 DK—5252 台 3 5 15

小计 25 242.9

厂房

1 厂房 1 3300 平方米 320

2 厂房 2 6300 平方米 750

3 厂区内土建 200

4 路面硬化 240

5 购置土地 268

小计 1778

合计 2020.9



四、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及申报程序

1、资金分配及补贴标准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按照“谁利

用秸秆、谁实施作业、谁享受补助”“资金与任务相匹配”

的原则对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主体进行适当补助。

（1）项目概算

项目总投资 2496.1 万元，其中使用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中央财政资金 450 万元，自筹资金 2046.1 万元。主要内容

包括秸秆综合加工厂房、饲草库、设备购置、秸秆资源台账

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及示范观摩现场会，见附表。

（2）补助标准

新购直接用于秸秆收集、打包打捆等专用机械设备、运

输设备，按照设备总价格的 36%奖补；秸秆综合加工厂房、

饲草库，按总价 15 %给予奖补。

（3）其他资金

用于技术培训、宣传资料标语、现场会、宣传报道、档

案资料，总计 12 万元，以上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

2、补贴程序

享受本项目补助的实施主体须在 2021年10月底完成规

定实施内容，以顺利完成今年秸秆收储。

厂房补贴，根据实施主体的申报内容，由实施主体全额

垫付建设资金，完工后，按照县农业农村局要求完成工程决



算、审核、开具相应税票等，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合格后，

凭票领取补助资金，发票额高于预报资金的按照预报价补助

相应比例资金。

机械补贴，主体将机械设备购置齐全后，以购机发票和

机器合格证等其他相关证明为依据，向农业农村局提交验收

报告，由农业农村局工作组现场验收符合标准后，拨付奖补

资金。（注：1、申领奖补资金时，发票应注明机具未享受

任何项目资金）

3、资金管理

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资金的专项管理，完善财务手续，

无论机器补贴还是厂房补贴，经项目监管单位验收合格后及

时拨付资金，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阻碍资金拨付，影

响整个项目的完成。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为了使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按期完工，进一步做好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县政府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组，组长

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农业农村局，成员由

县财政局、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岚县分局、县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各乡镇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具体负

责组织和协调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密切配合。

2、广泛开展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网络、标语、条幅等多种形式，发挥新闻媒体



导向与舆论监督作用,广泛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生态、

环保效益宣传,提高相关企业和广大农户对秸秆禁烧及综合

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秸秆综合利用的自觉性,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3、建立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切实做好资料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归档工作，完

善档案资料，提高档案质量，使档案管理工作达到标准化、

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

4、保障项目进度。根据省 2021 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

施的进展要求，6 月底前，制定岚县 2021 年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方案；9 月底前，进行项目的申报、备案等前期准备工作；

10 月底，实施主体申请验收；11 月底项目验收总结。

六、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全县秸秆农作物播种量 40.58 万亩，除去农户自发利用

外，全县需处理秸秆 25 万亩，约 12 万吨，每吨秸秆平均增

加收益 260 元，可增加收入 3120 万元。

2.生态效益

秸秆综合利用事关农业绿色发展、事关乡村生态宜居。

通过项目实施，有利于农村环境的改善，极大减少秸秆焚烧

的现象，同时也减少了资源浪费，给乡村居民提供一个清洁、

舒适的居住环境，有效发挥了绿色环保的效应。

3.社会效益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有利于促进种养业循环发展，提高

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农

业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

代生态农业道路。通过项目实施，农作物秸秆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促进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带动农业运输、农村能

源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进步，促进县域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岚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7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岚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
领导小组

组 长：杨秋旺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程秀全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李中玉 县财政局长

杨亮明 县林草局长

杨惠生 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岚县分局局长

朱建平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各乡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程秀

全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朱建平同志担任，具体负责全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的组织协调，督促全县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按时推进，负责情况的汇总、综合，撰写工作总结

和汇报等工作。



附件 2：

岚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

技术指导组名单

组 长：张建峰 吕梁市农业环保监测站站长

副组长：牛海玉 岚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建生 岚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王油堂 岚县畜牧兽医中心主任

成 员：王晓兰 吕梁市农业环保监测站农艺师

吴季蓉 吕梁市农业环保监测站科员

刘林权 岚县农业产业股股长

冯建忠 岚县农业农村股股长

银 宁 岚县农业环保监测站站长

各乡镇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乡镇长



附件 3：

岚县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内容资金使用一览表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秸秆综合加工棚、存储棚 设备置 场地购置及厂区其他投资 其他财政资金 投资资金（万元）

面积

（㎡）

总投资

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数量（台

套）

总投资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总投资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技术培训、宣传资料、

现场会、档案资料

合计 财政资金自筹资金

岚县普

明镇大

贤村

山西福容

固废处理

有限公司

9600 1070 214 856 25 242.9 87 155.9 708 0 708 2020.9 301 1719.9

岚县东

村镇陈

家庄村

岚县祥泰

草蓄开发

有限公司

3290 184.7 37 147.7 15 278.5 100 178.5 463.2 137 326.2

岚县
岚县农业

农村局
12 12 12

合计 12890 1254.7 251 1003.7 40 521.4 187 334.4 708 0 708 12 2496.1 450 2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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