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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 农业 农民 2022 3B 37 农业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展望研究 摘 要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农业 可持续稳定发展 实施种养结合示范工程 保证种 植业和废弃物资重复利用 农业有机废弃物的再度 开发和利用满足乡村振兴目的 应该受到人们重视 所以本文针对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展 望研究为重点内容进行阐述 结合当下时代发展需 求 从农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新型技术快速推广 规范化助推资源集约化发展这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和分析 其目的在于提升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程 度 推动农业发展获取更多经济效益 关键词 农业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 乡村振兴 重复利用 农业有机废弃物就是农业生产以及再生产过程 中资金的投入和产出差额 也是资源利用期间出现 的物质和能量流失的份额 废弃物就是农业生产和 加工期间出现的副产品 产出数量庞大 具备可再生 周期短 可降解等基本特征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物 质资源 由于农村经济的飞跃发展 农作物产量迅 速提升 家禽增加 农村建设工作相继开展 废弃 物总产量持续上升 尤其是最近几年 农村城市发 展速度加快 生活质量和水平迅速提升 此时可以 将废弃物重新利用 降低遗弃率 一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介绍 我国虽然针对农业有机废弃物出台了多部法律 和指导意见 从国家层面给予充足政策和财力支持 但是执行并不到位 农业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是当 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首要目标 要在国家积极配合和 引导下 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 做好示范工作 推 广废弃物资源化工作 重点研究高新技术 增强废 弃物原料化和能源化水平 保证此项工作进展更加 顺利 规范和标准 提升和拓展产业链的同时 凸 显经济效益 地区需要强化农业有机废弃物处理方 式探索工作 做好生产工作 构建绿色环保健康的 农业发展模式 确保农业发展展现出多姿态 特色 化发展模式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率的提 升 必然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露天焚烧秸秆现象 不断下降 农业污染得到大力控制 人们生活水平 全面提升 农产品质量得到提升 相关研究显示 每天我国产出的废弃物生产 量非常大 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性 养殖业家禽 粪便的污染程度极高 约39亿吨 综合利用率为 61 种植业产出的作物秸秆全面产量达 10 亿吨 利用率为 71 其余主要以还田或者秸秆堆积进行 资源化再利用 二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发展的有效方法 一 加大主体教育培训力度 农业生产主体的不断提升可以从根源上确保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率提升 增强人员思想意识的同 时 保证职业水准得以增加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需要增加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大力宣 传工作 还要做好教育和技术培训 第一 在人民 群众思想层面 可以借助宣讲会 媒体报道 宣传 手册等方式增加农民认识 不断提升生产人员的思 想水平和重视程度 第二 在实际生产活动中 可 以借助培训 教育等活动 帮助农民群众掌握废弃 物资源利用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增强生产者 职业素养 相信通过上述两点工作的进行 可以有 效推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贯彻落实 二 大力普及技术 为提升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果 可以 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训两方面工作结合起来作为技 术支撑 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益 强化成 熟技术的快速示范 在试点进行实验 增强人们认 知的同时 帮助生产者掌握更多先进技术 做好示 范普及和先进技术成果转化 在资源化利用技术创 新上 可以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增加科研经济 投入力度 强化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 改进设 备 迅速升级 有效普及 与高校合作 形成农业 企业和组织合作平台 为社会培育更多高素质全能 型人才 三 注重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强化政府 企业 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合作联动 推动产业链聚集和规模化发展 迅速延伸和拓展产 董献彬 38 农村 农业 农民 2022 3B 生态环境 4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业链 首先需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当地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企业 国家政府可以适当给予资金支持和 政策辅助 强化对企业和组织生产知识培育工作 积极带动企业和组织区域活动力度 第二 要强化 地区和产业之间联动工作 构建产业联盟 积极推 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 保证此项工作进展 更加规范和科学 有效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着重 解决各种难题 积极带动引领各个产业和行业的发 展 第三 注重强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发展 水平 推动农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 积极带动和引 领农户参与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轨道上 保证 各项工作都能够有序进行 增强农民工作积极性和 主动性 在工作中获取更多经济效益 四 有效执行政策法规 为确保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果充分展 现 有序开展并落实 国家出台了大量配套政策法 规以及政策优惠补贴 因此 需要人们认真阅读政 策文件中具体规定优惠的范围 标准以及给予资金 赞助的渠道等 在确保各项政策规范化和合理性的 基础上做好政策法规落实工作 在法律监督管理上 政府 企业等不同主体需要各负其责 对不规范行 为进行惩处 对不良行为要借助法律手段警告 保 证政策法律起到统领规范的价值和作用 三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未来展望 一 农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站在农业生产发展主体层次上分析 需要结合 自身情况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 保证新时代 下农民群众的职业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并且懂得生 态健康环保 科学生产理念的重要性 认真学习和 研究 将各种全新理念引入到农业生产和发展中去 在不断工作中发挥主体作用 充分展现出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的价值 自觉对各种有机废弃物进行 合理处置 推动农业有机废弃物的健康稳定可持续 发展 获取更多经济效益 二 新型技术快速推广 当前社会发展迅速 科技技术创新力度大大 提升 所以需要基于创新发展理念层面做好技术 创新 研发和推广工作 结合产学研一体化工作 要求 做好高精尖平台构建 将其引入到农业有 机废弃物处理工作中 尤其是新时代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水平和技术的飞速提升 各种装备制造技 术和高科技得到创新 应该被有效运用到废弃物 处理工作中去 推广各种新型技术和工具 为农 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供充足保障 从而确 保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为国家获取更多有价值信 息 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三 规范化助推资源集约化发展 基于产业化发展角度分析规模化 标准化是推 动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时代的进步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 从而使得生产规模不断增大 所以 未来 我国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范围会不断扩大 会伴随时代发展 做好区域协同 推动集约化发展 是必要趋势 可以助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效率 保证集约化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还能够保证 行业间分工更加明确 带动产业联动 产业化发展 不但可以提升人民群众经济收入 还可以增强人员 清洁环保意识 实现对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还可以减少对周边的污染 对自然环境起到保护的 作用 并且可以实现对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弥补 各种资源短缺的问题 所以 在新时期下 需要大 力推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力度 强化环境整治 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充足保障 四 结 语 总之 时代的进步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机遇和挑 战 农业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工作十分重要 需要引起人们重视 此时 需要抓住机遇 认真学习 掌握高新技术和基础知识 实现乡村振兴 推动农 业发展的同时 获取更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张青青 陈平 李跃忠 等 有机废弃物沼渣资 源化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园林 2020 6 6 2 屠翰 徐钢 华永新 杭州市区域性农业有 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探讨 J 浙江农业科 学 2020 61 9 3 3 杨晓磊 朱恩 王站付 上海餐厨有机废弃物成 分分析和资源化利用初探 J 园林 2020 6 6 4 余高 陈芬 谢英荷 等 农业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潜力与安全性评价 J 河南农业科 学 2020 49 3 9 5 李欣 周知戬 谭祎琦 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现状及对策分析 以秸秆 稻壳 畜禽粪便 为例 J 现代农业研究 2020 26 5 2 6 郭勇 郓城县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调查和环保昆 虫转化处理模式探究 D 山东农业大学 2020 作者单位 安徽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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