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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憔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及探讨1

朱翠萍

（南谯区章广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对其存在

的问题，作者提出了有效地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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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区农业基本情况

全区拥有耕地 40多万亩，山场 39万亩，水面 18万亩，盛产稻、麦、油菜、棉花、蔬菜、茶叶、水产、水禽、蔺草、板栗、

杜仲等，是国家确定的产粮大区，商品粮基地县（区），黄淮海农业综合开发区，渔业致富重点区。2017年农作物种植面积 94.5

万亩，粮食种植面积达 63.68万亩，其中夏粮 21万亩，秋粮 42.68万亩。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大户 470个，规模化养殖比重达 70%；

南憔区禽养殖业据统计，去年生猪出栏就达 13.8万头以上，家禽 400 万只。据 2017年度统计资料表明：畜禽养殖收入占全区

农业生产总值的 30%。渔业生产形势一直较好，全区总水面 15.9万亩，其中：中、小型水库面积 4.5万亩、池塘面积 2.5万亩。

2017年全区 7万亩可养水面，养殖率达到 100%；全区河蟹、青虾、甲鱼、珍珠等名特优水产品养殖面积达 3.6万多亩，占全区

养殖面积的 51.4%以上；人繁鱼苗 51亿尾，水产品产量 20200吨。

2、我区循环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2.1种植业农业面源污染情况

2.1.1 化肥污染。我国是世界化肥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安全上限。我区常年水稻面积 36万亩、小麦

面积 21 万亩，还有其他一定面积的经济作物，每年的化肥施用量达 2.85 万吨。氮肥的利用率为 30%-40%，磷肥的利用率为

10%-15%、钾肥利用率 40%-60%。化肥的过量施用，使大量的养分随降雨、灌慨、和地表流进入水体，造成水体的富营化。长期

过量施用化肥，容易造成土壤结构破坏、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农作物减产。大量地增加农业化学投入品也容易造成农产品硝

酸盐含量过高和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产品质量大幅下降，对人类的食物安全和人体健康有潜在威胁。

2.1.2 农药污染。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普遍过量，有的在水稻的生产过程中超过了 40%，农药的利用率低于 30%，

70%以上的农药残留于环境中，严重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全区常年农药的用量 24.8 吨。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使其在一定时间内

残留、超量残留在农作物上，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增加，农产品质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人体健康。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将对环

境安全和农产品具有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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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农膜污染（內色污染）。我区每年农地膜使用量在 282.5吨，地膜覆盖面积在 6.2万亩每年能够冋收的 141.25吨，

还有 50%的农地膜残留于土壤农田中，这些白色污染物都是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逐年积累，污染土壤生

态环境。

2.1.4农业废弃物的污染主要是秸秆焚烧，产生甲烷、氧化亚氮，一直以来，大部分的秸秆都采取了焚烧方式，浪费资源，

影响大气环境。

2.2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

南憔区禽养殖业据统计，2017年生猪出栏就达 13.8万头以上，家禽 400万只，其他畜牧业（如：牛、羊等）养殖量也具有

相当规模。据 2017 年度统计资料表明：畜禽养殖收入占全区农业生产总值的 30%。在大力推进畜禽养殖的过程中，由于规划布

局，科学指导、污染防治方面仍然存在严重不足，衍生出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畜禽粪便的排放已经超过丁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排放 fl之和。畜禽粪便不经过任何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污染养殖场周围的环境，而且导致水体和大气的污染，造成水

体的富营养化。主要来源于养殖过程中的粪便、尿水及畜禽养殖场地清洗水、食物残渣等。一头肥猪的养殖过程中（伺养 180

天、体重 100公斤），大约需要排放粪便、尿水 4吨左右。因此，畜禽养殖的环境污染是影响南憔区群众饮用水源的重要因素，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2.1畜禽养殖造成水环境污染主要是粪便、尿水及畜禽养殖场地清洗水、食物残渣等，没经有效处理而随意排放造成的。

其水环境污染危害：一是它使受纳水体变黑、发臭，并含有大量的致病菌。二是潜伏着猪链球菌疫情等人畜共患病的隐患。三

是对流域水环境污染控制带来新问题。据调查：在我区生猪养殖场较多，目前政府引导的农村沼气池建设的容量有限，不能有

效处理养殖污染物处理。

2.2.2畜禽养殖造成土壤环境污染，利川畜禽养殖收所排出的粪便、尿水及畜禽养殖场地清洗水、食物残淹等作为农业生产

的有机肥料，这些肥料如果含有重金属等其他危害物质，将会造成土壤环境污染。

2.3循环农业实施情况经过几年来的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己经初露端倪，取得了一些成效

2.3.1 实施了畜禽养殖业节能减排等环境整治工作，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率明显提高，环境明敁改善。大型养猪企业应用

“零排放”治理技术，滁州市沃得利养殖场大中型沼气池今年上半年可投入使用，其主要用于发电和燃料；中小型沼气池安排

在本区部分生猪养殖场，主要用于燃料；净化“水源”、减少污染，部分养殖场将沼渣、沼液用于养鱼和有机肥料。部分沼气

用户将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用于果蔬和农作物上，与生态农业相结合形成了粪便（秸杆>沼气-饲料-综合利用-肥料的良性循

环模式，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2.3.2 出台了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除了必须有农民积极主动参与以外，政府的引导

是关键。几年来，全区新建大中型沼气池 1座（500立方米）；中小型沼气池 6座（50-80立方米）；户用沼气池 5000多口。

对建造沼液池的给予全额补助。对上级下达的畜禽排泄物无害化治理项目保证给予了资金配套；农民对农业循环经济的认识有

所提高，推广应用循环农业项 H的积极性逐步高涨。

2.3.3 研究推广了一批比较成熟的农业生态循环模式，促进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推广“腐熟剂”秸秆还田技术采用“猪

一沼一草一猪”生态循环模式，依靠内部消纳，解决畜禽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这种模式的技术路线是：牧场通过干湿分离等

减量化技术，尽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猪粪经过压榨后好氧发酵制成有机肥；所有的污水进入沼气池进行沼气发酵处理，沼

气供牧场生活和生产用能源；沼液沼渣进入牧草生产基地和牧场周围的淡水养鱼基地，每年可将牧场产生的污水进行资源化利

用；牧草作为优质猪饲料，这种生态循环模式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举二得。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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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出了多种循环模式：“畜—沼—果”“猪—沼—茶”“猪—沼—菜”、“猪—沼—瓜”“猪—沼—粮”等生态农业生产模

式，为我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3、现阶段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群众工作主动性不够

群众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认识不足、意识不强。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愿望还不是很强烈。同时，由于消费者对绿色、有

机农产品的认知缺失，优质未能体现优价，导致市场对无污染农产品的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3.2资金投入不够

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初期，必须有较大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才能满足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要求。但目前农业

生产者的经济实力大都比较薄弱，缺乏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资金实力。市区财政无专项资金，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乏力，

总之资金投入力度与工作需求差距太大。

3.3部门联动不够

循环农业是个系统工程，需多部门通力合作，但目前联动机制不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互相渗透、跨行业互

相协作，在学科上，不但与农、林、牧、渔专业直接相关，而且还涉及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学科。限于才

力、财力、物力，思路不够拓宽、模式比较单一、规模不大、面不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急需的技术无法得到满足，难免会

走些弯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后劲不足。

4、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

4.1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制定《南憔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成立组织，统一组织领导，把工作落到实处，将定期督促检查工作的进展，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促进工作扎实开展。

4.1.1实施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和污染面。围绕大宗粮食作物和蔬菜、果树等重点作物和设施农业，主

推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一批环境友好型技术，突出抓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示范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提高化肥

利用率，减少氮、磷流失。扩大测土配方施肥，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推广化肥深施，提高肥料利用率。开展秸杆

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合理调整施肥结构，引导农民积造施用农家肥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推广农业标准化栽培

技术，达到“两减一控”目标，因土因作物施肥，增施有机肥，开展秸秆还田综合再利用，控制化肥的使用量。我区目前测土

配方、精准施肥技术面积达 80万亩，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 100%。

4.1.2实施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牢同树立“科学植保公共

植保绿色植保”理念，大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全区已建设绿色防控基地 3 个，今年将再建设 2 个基地，安装 590

台频振式杀虫灯，控制害虫为害，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从而减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减少环境污染。性诱剂使用水稻示范面

积 10000亩。大力推广生物药剂、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不再使用高毒农药。力争我区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 30%，

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32%，力求实现农药使用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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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农业污染物排放水平降低 5%；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 1 个百分点；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2%以上；规模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比例达 71%以上，重点流域达到 95%以上；控制水库、湖泊网箱养殖规模。

4.2发展循环农业，农业废弃资源再利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数量

一是推广农作物秸秆作为有机肥还田。2013-2017全区腐熟剂使用量 1129.45吨，使用面积 56.43万亩。二是秸秆用作词料，

过腹还田，提高了秸秆资源的利用率。目前我区养牛约 1万头，养羊约 6.5万头，如果有 30%的牛羊完全用农作物秸秆做饲料，

年消耗农作物秸杆可达 5 万吨左右，因此我区利用农作物秸杆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通过推广秸秆养畜、过腹还田项目，可

以节约词料用量，同时提高了秸秆资源的利用率。三是秸杆能源开发，消耗掉了大量的农作物秸杆。H前主要有两种秸杆转化为

燃气的方法：一是秸秆气化。即通过作物秸杆缺氧燃烧，产出以一氧化碳为主要成分的可燃气体，我区 6.4 万农户中，如果有

20%的农户推广家用小型秸秆气化炉，年可消耗作物秸秆 6 万吨；二是秸杆厌氧发酵产出沼气，我区 5000 沼气用户中，如果有

50%用户推广秸秆发酵菌制沼气，年可消耗秸秆 2000 吨。以生物质能为重点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适应了现代化新农村的发

展需求，同时消耗掉了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四是秸秆种菇，在大柳镇示范推广利用农作物秸秆作为基质生产食用菌，既增加了

生产食用菌的原料来源，废物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4.3适度规模生态养殖

南憔区是人口密集区，为确保饮用水源安全建议：一是在南僬区发展畜禽养殖适度规模控制，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是

主导畜禽生产发展的主动力，畜禽养殖多少？发展什么种类？应当靠市场导向。但养殖发展重点地区放在哪里？什么样的地区

最适合发展什么畜禽种类，这些政府应当引导。二是大力鼓励发展大型规模（1万头）的畜禽养殖，这样既能发挥规模的经济效

益，又有利于环境保护；适度扶持养殖规模在 1000头以上的养殖，并推行养殖户联合起来，采取市场化运作的集中治污。三是

建立生态养殖系统：一是开发新的饲料品种，实行最佳营养供给，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养殖粪便排放量；二是推行发展循环

经济。如：加大对传统的“猪—沼—果”“猪—沼—菜”“猪—沼—粮”等生态农业生产的引导，因地制宜加以推广应用。三

是扩大农村沼气利用率和提高沼气利用效果，以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养殖发展、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清洁能源、增加农民

收入。

4.4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的综合利用

沼气的综合开发利用已突破了“粪便（秸杆）入池，沼肥下田”的简单利用模式，与生态农业相结合形成了粪便（秸杆）

—沼气—词料—综合利用—肥料的良性循环模式。沼渣、沼液用来喂猪、养鱼、种菜、种果树等。沼液还可以浸泡水稻、小麦、

花生、玉米等种子，发芽率高、芽壮苗齐、病虫少、长势好；沼渣培植食用菌和花卉，成本低、品质好。大力发展沼气的综合

利用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政府引导、全民动员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有全区人民的共同参与，上下一致，齐

心协力，现代农业的发展一定会朝着生态、循环、安全、高效的方向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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