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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州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建设情况简介

建设目标

至2020年，落实75项重点工程，初步形成支撑“无废城市”创建的29项制度体系、

21项技术体系、22项市场体系和49项指标。同时，依托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和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延展形成“3+3”无废城市建设模式：

 传统资源枯竭型城市全产业链减废模式

 农作物秸秆还田及收储用一体多元化利用模式

 再造绿水青山提升综合效益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

 工业源危险废物‘闭环式’全覆盖监管模式

 推进固废协同处置壮大新产业，带动高质量绿色发展模式

 ‘以智管废’的智慧平台构建精细化统筹管理模式



 徐州市49项试点指标，已完成22项；

 29项制度体系建设任务，已完成24项；

 21项技术体系建设任务，已完成17项；

 22项市场体系建设任务，已完成18项；

 75项重点工程项目，已完成35项。

为了 确保以上任务年底前全部完成

采取市委书记与市长每月专报和各县市区部门一把手专报

目前完成情况

一、徐州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建设情况简介



农业发展现状

二、徐州市农业源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徐州市农业经济总量领跑江苏省，基本形成了农业“483”产业体系

“4”：粮食、蔬菜、林果、畜牧四大主导产业

“8”：大蒜、食用菌、花卉、银杏、板材、奶牛、山羊、观赏鱼八大特色产业

“3”：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互联网农业三大融合产业跨界发展

徐州粮食生产总量全省第二、生态畜牧总量居全省前列



 农业类固废产生情况

二、徐州市农业源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徐州市农业种植结构

徐州市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分布（万吨）

1.农作物秸秆

全市农作物秸秆年可收集量约

490.34万吨，以小麦、玉米、水稻

秸秆为主，其中小麦秸秆为220.7

万吨；邳州市和睢宁县秸秆产生量

最大。



 农业类固废产生情况

二、徐州市农业源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2.畜禽粪污

全市畜禽粪污产生量565.6万吨，其中规模

养殖场粪污产生量317.3万吨。主要集中在

邳州市、铜山区、睢宁县、新沂市。

3.废旧农膜

废旧农膜以普通聚乙烯薄膜为主，农膜覆盖使

用面积约258.63万亩，农膜使用量约38692吨，其中

地膜年使用量约6464吨。

全市畜禽粪污产生量分布



三、农业源固体废物管理模式建设情况

 农业源固体废物管理模式



二、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

三、农村环境

综合治理和美

丽乡村建设

四、农膜及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

一、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

一、立足政策引导 ， 加强 制 度建 设



（一）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我市在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基础上，依

据部省有关文件精神，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

意见》、《徐州市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工作实施方案和考核奖惩办法》等系列

政策文件。



（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转发了《江苏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种养结

合技术规范》、《江苏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江苏省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清洁回用技术规范》，下发了《关

于做好2019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的通知》、《关于加强非规模畜禽养殖场户污

染防治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技术规范

的通知》等文件。



（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市人居办制定下发了《关于以强化农村疫

情防控为切入点，顺势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四个结合”的思路举

措。依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制

定了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全市

共培育了15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村庄、37

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村庄、15个新型社区，

建成市级美丽宜居村庄437个。



（四）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制定并发布了《徐州市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实施方案》和《徐州市农药包装

物回收利用实施方案》,为实施“无废

农业”奠定了制度和政策基础。



二、立足生态循环，开展技术创新

创建沼气集中供气马庄模式

（一）

（二）

创新秸秆还田利用模式

（））

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三）



（一）创新秸秆还 田 利用 模 式

秸秆还田是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的最主要方式。是开展秸秆禁烧、保证空

气质量的最直接、最简单、最粗暴的大量消纳秸秆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

利用方式。

我市为了提高秸秆还田质量，通过多年研究、总结，率先提出了高留茬+

秸秆粉碎还田+合理耕作+配套农艺技术（病害防治+虫害防治+草害防治+

肥料运筹）的技术方案，有针对性地创造了《小麦秸秆全量还田玉米（大

豆）免耕条播技术模式》《麦稻轮作小麦秸秆全量机械化还田技术模式》

《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模式》，成效明显。



稻麦秸秆还田的技术核心是改以往的收割机收获稻麦时采用低留茬为现在的

高留茬，留茬高大约22-33公分，然后用秸秆粉碎还田机将小麦、水稻等作物茎

秆和叶子就地粉碎并匀抛在地表，然后进行还田。

（ 一 ） 创 新 秸 秆 还 田 利 用 模 式

技术特点：“高留茬+机械破碎+合理耕作方式+配套农艺技术”

适用范围：“适宜于机械化作业的稻麦轮作或稻玉轮作地区”



 小麦秸秆全量还田免耕条播种玉米（大豆）技术模式：

适用于旱作地区，具体做法：小麦秸秆高留茬+秸秆

机械化粉碎+免耕条播机播种+病虫草害防治

技术优点：

（1）高留茬更加有利于秸秆机械化破碎；

（2）省掉土壤旋耕环节，减少了机械作业成本，避

免土壤水分损失；

（3）破碎后的秸秆覆盖在土壤表面，有很好的保墒

效果，有利于玉米（大豆）等出苗；

（4）减少施肥的用工成本，提高肥效。

（ 一 ） 创 新 秸 秆 还 田 利 用 模 式



 麦稻轮作小麦秸秆全量机械化还田技术模式：

适用于小麦-水稻轮作地区，具体是：小麦秸秆

高留茬+秸秆机械化破碎+水耕水整（旱耕水整、旱

耕旱整、犁耕水整）+合理水浆管理+氮素运筹。

技术优点：

（1）秸秆破碎效果好，破碎后的秸秆更容易

与土壤混合均匀；

（2）提高了还田质量，避免了秸秆腐烂产生

的有害气体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3）避免了秸秆腐烂与秧苗争氮现象发生，

保证了水稻正常生长。

（ 一 ） 创 新 秸 秆 还 田 利 用 模 式



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模式：

适用于水稻-小麦轮作地区，具体是：水稻

秸秆高留茬+即时秸秆机械化破碎+深旋耕（耕

翻）+氮素运筹。

技术优势：采用水稻收获时高留茬，秸秆

破碎机第一时间进田破碎，有效解决了水稻秸

秆因收割后失水韧性增大难以破碎的难题，提

高了还田质量。

（一）创新秸秆还 田 利用 模 式



（一）创新秸秆还 田 利用 模 式

秸秆方面财政补贴政策

我市秸秆方面补贴政策，自

2013年至2019年省财政补助秸秆机

械化还田资金共计72736万元，市财

政补贴秸秆机械化还田资金共计

8400万元；此外还省财政用于支持

秸秆多种形式利用的补贴资金共计

5153万元。

2013-2019徐州市秸秆还田财政补贴



2019年全市全年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805.24万亩，其中小麦秸秆机械化还

田面积达到455.83万亩，还田率达到88.71%；水稻秸秆还田146.51万亩，还田

率52.67%；玉米秸秆还田202.9万亩，还田率84.82%。采用高留茬技术收获的

稻麦面积500万亩，按每亩可减少粮食损失20公斤计，全市可减少粮食损失1亿

公斤。

（一）创新秸秆还 田 利用 模 式 — 成效



（二）创新推广秸秆（ 粪 污） 太 阳能 沼 气集 中 供气 技 术

马 庄 模 式 ：为有效解决秸秆（粪污）的利用，我市科技人员经多年研究，将

沼气技术与农村集中居住区供气有机结合，从2011年在贾汪区马庄村建设第一

个示范工程开始，逐步总结改进发展形成了全国领先的秸秆（粪污）太阳能沼

气集中供气技术（马庄模式）。



供气项目生产工艺主要利用农作物秸秆或畜禽粪便为沼气发酵原料，也可

以使用秸秆、粪便、餐厨垃圾等混合物，利用太阳能进行增温，解决了秸秆

和畜禽粪便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在零下十几度的

气候下仍然能保证所有农户全天24小时供气。

沼气站规模与用气户数、3公里范围内秸秆产生量相匹配。按照居住区

1000户、低温季节提升产气效率和用气峰值需求的标准进行设计，一般厌氧

发酵罐容积不低于1200立方米，沼气站投资预算560万元（包括1000户入户管

网及表灶；以户均建筑面积12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分摊不足50元，不到居

住区建房成本的4%），扣除人工、原料、折旧、电等成本，年纯利润在15万元左右。

沼气站建设与集中居住区建设采取“四个同步”，即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沼气站建设费用纳入改善农民住房条件项目公益

配套设施，由实施主体同步投资建设。

（二）创新推广秸秆（ 粪 污） 太 阳能 沼 气集 中 供气 技 术



市政府开创全国先河，专门出台《关于印

发<徐州市改善农民住房条件项目配套太阳能

沼气集中供气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目前，全市已经建成千户以上规模集中供

气示范工程近10处，预计到2020年底，全市将

建成农村集中居住区太阳能沼气集中供气工程

20处以上。

该项技术对冬季气温较低地区的养殖场沼

气治理工程和农村集中居住区沼气供气工程具

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二）创新推广秸秆（ 粪 污） 太 阳能 沼 气集 中 供气 技 术



（三）开展农业废 弃 物综 合 利用 技 术研 发

积极鼓励和支持我市科技企业、大专院校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攻关及技术

推广，取得丰硕成果。目前我市已经获得《植物秸秆太阳能气化及废渣、废水收集利

用装置》和基于“共燃技术”可用于农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以及用农业废弃物

为基质研发微生物絮凝剂等发明专利11个，实用新型专利15个。其中，徐州众凯科技

研发的“共燃技术”是一种有机固废处理利用的“颠覆性”技术。



三、立足生产实际，推广多种模式

（一） 农作物秸秆“1+X”综合利用模式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一减一控两利用” 模式

农药减量化方面

（二）

（三）



1 .农作物秸秆“1+X” 综 合利 用 模式

“技术创新+增值高效+五化利用”

支持科技企业、大专院校
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

积极扶持和引导秸秆高
值化利用终端企业发展

肥料化、燃料化、饲料
化、基料化、工业原料

化利用

特点

“ 1 + X”综合利用模式：秸秆还田 +五化利用

成效：2019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7%，连续四年实现秸秆“零焚烧”，空
气质量明显提高，因秸秆抛河造成的水体污染现象全部消失。群众满意度大幅度
提高。



秸秆肥料化：

主要形式有：秸秆还田、高温堆肥、秸秆田

间覆盖、水稻小麦秸秆微生物速腐以及生产有机

肥等方式。全市2019年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

392.2万吨，占比74.02%。

秸秆燃料化：

主要形式有：秸秆直燃发电、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

秆气化、农民自留薪柴、秸秆沼气集中供气等方式，以供

给生物质电厂直燃发电、秸秆固化成型燃料为主导。 2019

年，徐州市秸秆燃料化利用秸秆53.3万吨，占比10.06%。

1 .农作物秸秆“1+X” 综 合利 用 模式



 秸秆饲料化：

主要形式有：青贮氨化、微贮、揉搓丝化、膨化、

压块和发酵等，加工后作为优质饲料使用。

2019年，徐州市秸秆饲料化利用秸秆总量为35.5

万吨，占比6.71%。全市现有规模化养殖场2414个，

秸秆消耗量为29.88万吨。

代表企业有徐州乐源牧业有限公司、徐州君乐宝

乳液有限公司、徐州绿色源泉奶牛场等，其中徐州乐

源牧业有限公司常年养殖奶牛3000头，每年消耗玉米

青贮15000吨，稻麦秸秆5000吨。

1 .农作物秸秆“1+X” 综 合利 用 模式



秸秆基料化：

主要形式有：食用菌基料、蔬菜果树等育苗基

质、水稻育秧基质等，以作为食用菌基料利用为主。

2019年，徐州市食用菌60余万吨，秸秆基料化

利用秸秆总量为13.2万吨，约占秸秆总量的2.48%，

其余原料是林木废弃物、玉米芯等。

丰县、沛县、铜山区、睢宁是徐州市食用菌栽

培面积较大的县区。

1 .农作物秸秆“1+X” 综 合利 用 模式



 秸秆工业原料化：

主要形式有：秸秆板材加工、秸秆造纸、秸

秆编织等。

2019年，徐州市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秸秆总

量为3.3万吨，约占秸秆总量的1.63%。

徐州宝树草工艺品有限公司 以收储、加工、

生产、销售、出口为主渠道。以秸秆为原料生产

的草编篮子、餐垫、工艺草帽等100余种秸秆制品

出口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20余国家和地区。

年消化秸秆5000余吨。

1 .农作物秸秆“1+X” 综 合利 用 模式



 一减：源头减量，推广使用节水饮水器，减少圈舍冲洗用水和冲洗次数；

 一控：过程控制，推广使用干清粪工艺、雨污分流、粪尿分流、发酵床养殖和水

禽旱养等节水减排养殖技术；

 两利用：肥料化（堆沤肥、固液混合发酵、异位发酵床、商品有机肥、农牧结合、

种养结合等）、能源化（厌氧发酵产沼气、沼气发电）。

2 .  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 一 减一 控 两利 用 ” 模式



 畜牧业种养结合模式：

由种养结合农田消纳基地、养殖场、

养殖场废弃物处理、秸秆综合利用等产业

组成，以养殖场废弃物处理为核心，借助

养殖工程、种植工程、秸秆综合利用等形

成区域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农牧结合（铜山）模式：

即农田设施沼液喷洒管网，沼液里含

有大量氮、磷、钾等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

的元素。用沼液做肥料可以减少化肥和农

药的使用量，还可以增强作物抗病能力。

2 .  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 一 减一 控 两利 用 ” 模式



 覆膜沼气池模式

黑膜沼气池是一种采用黑色HDPE

防渗膜将池体底部和顶部密封为一体

的具有发酵、贮存气体功能的超大型

污水厌氧生物反应器，其主要依靠厌

氧微生物将有机底物降解并部分转化

为能源气体。黑膜沼气池的应用，不

但消除了环境污染，保护农村环境，

促进了养殖业发展，沼气发电效益都

较大，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2 .  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 一 减一 控 两利 用 ” 模式



异位发酵床

此模式主要适用于新建或改扩建规模养猪场，也可用于

改扩建规模养鸡场、鸭场和兔场。猪舍为半漏缝地板，因猪

有定点排粪的习惯，猪尿经漏缝地板进入粪沟，猪在漏缝地

板上活动的同时将猪粪踩入粪沟，粪沟内的自动刮粪板将粪

尿转入猪舍一侧的储粪池，再定期将储粪池的粪污泵入舍外

发酵床。在转移至发酵床之前，储粪池的粪污经切割泵与搅

拌机的切割搅拌，实现粪污混合均匀不分层，再通过连在自

动翻抛机的自动喷淋装置，将粪污均匀地喷在舍外发酵床垫

料上。异位发酵床对粪便和污水同时处理，污水在发酵过程

中大部分自然蒸发，粪便通过微生物菌群的降解发酵，实现

粪污转化有机肥的过程。

2 .  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 一 减一 控 两利 用 ” 模式



四、立足治理成效，完善治理体系

（三）

（一） 培育秸秆收储运体系

培育畜禽粪污治理体系

培育农药包装物及农膜收集体系

建设农村垃圾回收体系

（二）

（三）

（四）

（五）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经纪人队伍建设”模式，各县（市）、

区每个乡镇（办事处）均要建成1处以上秸秆收储转运中心（面积不少

于20亩），对秸秆收集储运、秸秆多种形式利用环节实行按量奖补。大

力发展“合作服务”、“村企结合”、“劳务外包”等多种形式的秸秆

收储服务，鼓励公司、企业、个人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业化收储服务，

构建“组有堆放点、村有收储站、乡镇有收储中心、县（市）区有规模

化利用企业”的秸秆收储利用体系。

从2016年起，沛县、睢宁县、邳州市分别连续三年获得中央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试点县项目，每年950万元左右。主要用于秸秆收储体系建设，提升秸秆

收储能力。

全市目前建成秸秆收储中心及临时收储站点1200余处，其中3000吨以上规

模化收储利用企业72家，全市秸秆收储能力达150万吨。秸秆收储运体系已经覆

盖全市全部涉农街道办事处。

（一）培育秸秆收储运体系



实施“养殖主体处理+市场收集利用”模式，要求各养殖主体按照本地化、就近处理、

就近利用的原则，自行建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综合处理设施，鼓励其他农业固废处理与

利用企业集中收集、集中处理，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利用效益。目前全市已建成规

模化有机肥厂15个、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中心26个。2019年全市共产生畜禽粪污565.6万吨，

利用率达93.28%；全市1764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全市非禁养区

内2133家规模养殖场治理认定通过率达97.28%，均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二）培育畜禽粪污治理体系



 农药废弃包装物处置长效机制

（1）广泛宣传，打造回收氛围；

（2）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全市在67个乡镇进行了回收，共设置

集中回收点103处，分散收集店1800余处，统一收集后集中处置；

（3）探索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模式，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销售谁回

收，谁使用谁交回”的原则，采用以物换物或现金回收的模式，对农业生产

者交回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有偿回收。

 农膜回收体系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落实；

（2）强化执法监督，实现源头管控；

（3）强化技术推广，科学宣传引导。2019年全市农膜回收率85.4%，地

膜回收率74%。

 财政支持：

对废旧农膜收集、储运环节给予8元/公斤补助、加工利用环节给予1.5元/公

斤补助；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储运环节给予4元/公斤补助、处置环节给

予5.5元/公斤补助。

（三）培育农药包装物及农膜收集体系



2020年，13个省级农村垃圾分类试点镇将全面完成“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覆盖镇

村全域任务。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行政村达到

400个以上。

沛县农村垃圾分类“三分、三定、三全”工作机制，具

体是：

实施“三分”，促进农村垃圾分类精细化（初次分拣、细分、

筛分）；

采取“三定”，助推农村垃圾分类规范化（定人分拣、督导，

定点投放、收集，定时运输、处置）；

实现“三全”，构建农村垃圾分类长效化（全过程监管，全区

域覆盖，全链条处置）。

（四）建设农村垃圾回收体系



徐州市将农业类固体废弃物减量、

利用与处置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制定了

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

全市共培育了15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试点村庄、37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试

点村庄、15个新型社区，建成市级美

丽宜居村庄437个。

（五）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四、农业固废利用需要的政策支持

 建议对秸秆还田和秸秆离田给予财政补贴，统一补助标准；

 建议划定秸秆离田作业重点区域；

 建议允许秸秆收储中心建设使用一般农用地；

 建议对秸秆终端利用企业利用秸秆进行财政奖励；

 建议对秸秆收储企业实行免税。

 建议用财政资金对农膜和农药包装物回收利用进行按量奖补。

 建议加大有机肥使用补贴力度。

 建议发改部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勿将农业废弃物和有机易腐垃圾肥料化利用企业归类为化

工类企业。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完成试点方案的的全部任务；

 分版块逐一讨论形成具体的模式凝练方式、格式，便于后续试点汇总；

 进一步细化现有总结材料，明确模式简介、适用范围、核心技术、投资回报、

风险分析、有关附件等内容；

 依托评估单位对核心指标、核心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论证；

 凝练形成系列材料（自评估报告、模式汇编及支撑材料）。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