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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芳敏

近年来，市农林局以农业“两

区”建设为平台，开展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创建和项目建设，积极推广

现 代 农 业 技 术 和 农 业 标 准 化 生

产。在大力抓示范点、区、项目、企

业建设的同时，通过推进畜禽养殖

污染整治、农业弃废物综合利用、

农药化肥减量控害等工作，有序推

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目前，全市共有 51 个养殖场，

每个养殖场都建有沼气池工程。

沼气池工程既节约了能源和生产

成本，同时也走出了一条农业生态

循环的路子。

畜禽的粪便、尿液常常被人们

贴上“臭脏和污染环境”的标签，尤

其是它们对水环境的污染，更是到

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我市

的许多养殖户目前已将它们变废

为宝，综合利用，畜禽养殖正逐渐

告别“臭、乱、脏”的时代，逐渐形成

了“生态养殖模式”。

目前，我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取得初步成效。像鼎昆公司为政

府解决大难题，芳年养殖场走出了

一条特色农牧循环路。今后，他们

将为更好地打造生态循环农业而

进行改造提升。

我们相信，通过示范户的辐射

带动,我市沼气等农村清洁能源利用

率将不断提升，有效促进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和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立足“三沼”综合利用 推广农村清洁能源 打造生态循环农业

市能源办“变废为宝”举措多
近年来，市能源办把推广农村清洁能源、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有机结合,大力实施

生态农业工程,积极推动沼气、沼液、沼渣“三沼”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太阳能光热光伏
产品应用，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农村农业生态发展模式,构建农业节能的大平台，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利用
率达到85%，位居金华市前列。

近日，记者在市能源办工作人员带领下，实地查看了“三沼”利用催生循环农业的成效。

沼气 烧饭做菜取暖好帮手
地址：金雅红家庭农场

在象珠镇的米糖山山脚，坐落着 3 个养殖

场，而金雅红家庭农场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跟

随市能源办工作人员专门前往该农场探究“沼

气”使用情况。

一见到有客人前来，场主吕斌乐呵呵地迎

了出来。“听说你家的沼气用得挺不错，灶台也

建得很好，可否让我们参观下？”

得知记者来意后，吕斌马上带着我们来到

了厨房。进厨房前，记者想象了下用沼气的灶

台，应该和家里用天然气的很不一样，或许是

陈旧的老式灶台吧。可是，看到灶台后，记者

才发现这个灶台很现代化。如果不是知情者

透露，还真不知道是用沼气的。

“我刚好要烧东西，打开沼气给你们看

下。”吕斌一边说着，就走到屋外打开沼气控制

阀门。他说，安装这个控制阀是为了使用时气

压更稳定，同时可以过滤一些沼气中的杂质。

“瞧，这火苗是不是很旺？沼气用起来真的

很不错。我烧饭做菜都用沼气，还用不完。”吕

斌介绍，他家的沼气工程是2008年在市能源办

的指导下建成的。近两年，随着农场规模扩大，

沼气池又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了扩建。他

说，以前不用沼气的时候，烧饭做菜经常会因为

没有煤气而发愁。因为住在山脚，平时灌煤气

也不方便，时常出现“断气”情况。自从用了沼

气，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那么，沼气是如何产生的？记者跟随吕斌

等人来到猪圈边上的一块空地，上面写着“严

禁烟火”。市能源办主任黄森介绍，我们脚下

就储藏着沼气。目前，农场的沼气大多来源于

猪的排泄物的发酵。就像吕斌家，排泄物先过

1 个集水酸化池，再进入两个厌氧发酵池。经

过厌氧池的发酵，池内产生了沼气、沼液和沼

渣。此时，沼气可通过管道进入厨房，用于烧

饭做菜。而留下的沼液、沼渣就进入沉淀过滤

池。沼液可用于农田、果园的灌溉，而沼渣则

可继续堆肥发酵，加工成有机肥或者直接当肥

料使用。

吕斌介绍，目前他家的养殖场共有生猪

200 来头，如果沼气只是用来烧饭做菜是绰绰

有余的。下一步，他打算利用沼气取暖，相当

于给猪圈安装“天然空调”，让猪在舒适的环境

中成长。

芳年养殖场位于十里葡萄长廊

附近的红朱山。该养殖场建立了

“猪—沼—果”农牧生态循环模式，

将 350 头猪产生的粪便(沼液)作为

有机肥，通过管网输送到70多亩葡

萄田，实现种养结合，变废为宝。

说起养殖场“三沼”的综合利

用，芳年养殖场负责人施新年打开

了话匣子。早在 2009 年，他在市

能源办的指导下，投资十多万元，

建成了沼气利用系统、沼液滴灌喷

雾系统、堆肥系统，实现生态养殖

无排放，做到对环境零污染。

在施新年的葡萄田里，记者见

到了一排排滴管。葡萄田边上就

是容积300立方米的沼液池。据介

绍，施新年家的葡萄田主要就是用

这些沼液灌溉的。采用滴灌可更

好地控制沼液用量。

施新年家的葡萄主要是红富

士。他用沼液滴灌，长出来的葡萄

颜色鲜艳而且很甜，常常供不应

求。他高兴地说：“70亩果园每年还

可节省化肥开支1万多元。”

除了废液、废渣可用来做肥料

外，沼气也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烧饭做菜烧开水都可以用沼气。施

新年家有储存沼气的容器。据介

绍，沼气在夏秋气温高的时候多些，

所以平时没用完的沼气储存起来，

到沼气少的时候就可以用。一年下

来，沼气也能为家庭省下不小开销。

为了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使用沼

气，市能源办成立了农村沼气综合

服务中心，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开展

上门服务。如果农户在使用沼气过

程中有困难需要帮助，技术人员会

及时帮忙。这一举措也得到了广大

用户的好评。施新年的妻子说，建

沼气池以及沼气使用注意事项，都

有专人指导，真是一项好举措。

沼液 灌溉葡萄园，节省开支提升品质
地址：芳年养殖场

沼渣 变废为宝，服务三农
地址：鼎昆公司

坐落于唐先镇塔儿头村的鼎

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市主要

的有机肥生产基地。公司负责人

吕红伟介绍，该公司建于 2011 年，

属唐先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

（5000亩）规划范围，是一家专业从

事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农业企业。

公司与浙大、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

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市能源办一直给予了重点

扶持与指导，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

逐年壮大。

根据省市政府提出的“五水共

治”和结合我市的158“碧水蓝天”工

程要求，全面加强农业资源污染治

理，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公司完

成土地流转 23000 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 1000 万元。现已投入 280 万

余元，建成发酵车间10000平方米，

购置翻混机械、检测室、运输车辆，

建立相应的生产体系和推广应用体

系。每年销纳周边畜禽粪便2万吨

以上，年产有机肥 5000 吨，真正做

到“变废为宝，服务三农”。

如今，永康本地的远大、康旺

等 10 多家养猪场以及东阳邻近

地区的部分养猪场的沼渣以及养

殖 排 泄 物 都 运 到 该 公 司 处 理 加

工，做成商品有机肥，更好服务三

农。

■记者手记

“三沼”变废为宝 养殖生态渐成

吕斌在用沼气烧饭做菜

沼液滴灌沼液滴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