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8月24日，63岁的老养殖户刘瑞奇敞开
大门，拿着蒲扇给孙女扇着扇子，坐在葡
萄架下阴凉地里休憩。

刘瑞奇的家位于诸城市昌城镇大宋社
区，20多年前，他最早从村里搬了出来，
接手养殖效益不佳的村大队养殖场，搞起
了规模养殖。近几年，养殖场的猪舍在原
来基础上还加盖了两排，存栏量也达到了
300多头。但随之越来越多的尴尬让刘瑞奇
坐不住了。他的养殖场北面正对着社区小
学，一到夏天，猪圈的臭味让老师和家长
抱怨不迭。为了减少扩散，刘瑞奇只好大
门紧闭，减少院内的空气流通，还在院子
里栽植了葡萄、杏树、枣树、桃树等植
物，希望能挡一挡难闻的气味。

昌城镇是畜禽养殖大镇，大宋社区养
殖户不在少数。记者绕社区察看，最近雨
水多，不少田间水沟还存留着冲刷猪圈流
出来的粪污。以前猪粪都是还田的好肥
料，但随着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很少有人
能清理完自家的化粪池。

不久前，诸城市出台《畜禽禁养区限
养区适养区调整方案》，科学划定“三
区”范围，刘瑞奇的养殖场就在禁养区范
围内，按规定必须得搬。7月27日，接到通
知第二天，刘瑞奇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
数百头猪的搬迁，在距家700米外，他租赁
了一处养殖场，160斤以上的肥猪卖掉，剩
下的猪仔和种猪赶到了新养殖场。而随着
刘瑞奇养殖场搬迁完毕，周边六七家养殖

场也清了出来。
昌城镇副镇长闫兆海告诉记者：“在

农村注重感情，人人都知道靠近村庄养殖
污染大，可是搬迁如搬家，大多数人不愿
意。”在该镇管沟社区，专业养殖户就有
33家，社区内一个自然村被养殖户包围，
最多的9户连成一片，可谓“铁板一块”。
不过，方案经广为宣传，日前最难的几块
“铁板”成功搬迁。

搬迁后的养殖场粪污如何处理？诸城早
已有了系统的处理工程，昌城镇就是试点区
域。距离刘瑞奇不远的得利斯福胜养猪场，
一台政府补贴上线的粪污滚筒式发酵一体
机正在运转，通过设备脱污、干燥、灭活，加
生物菌种发酵等流程，从传统的堆肥自然发
酵到工厂化生产，时间从几个月到24小时做
成肥料，每吨能卖到800—1000元。刘瑞奇早
就打听好了，打算让他们帮忙处理粪污，效

益归处理方，自己享干净。
同时，刘瑞奇开始使用一种名为“康

健”的除臭添加剂，养殖场的异味明显下
降。这是诸城市与当地兽药龙头企业合作开
发的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用于畜禽体内除
臭，政府承担70%的费用，企业承担30%，畜禽
养殖户免费使用，多处养殖场表示猪粪便中
致臭的有机物比之前减少50%以上。

“如今我们构建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三大模式’，形成区域全覆
盖种养循环系统，一是‘主体双向小循
环’模式，以处理规模化养殖场产生的畜
禽粪污为重点，实施处理设施改造与消纳
地配套建设项目，生产沼肥有机肥用于周
边农作物种植，实现养殖主体和消纳地之
间双向循环；二是‘区域多向中循环’模
式，以处理中小规模分散养殖户产生的畜
禽粪污为重点，由养殖社区统一收集运
输，建设年产1万吨—3万吨的沼肥有机肥
工程，肥料产品部分出售，部分用于消纳
地农作物种植，实现多向利用；三是‘全
域立体大循环’模式，着眼实现全市种养
平衡，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畜禽粪污收储
运信息采集平台、饲料供需平台和土地养
分调配管理平台，实时掌控信息，合理调
配资源，实现全域种养结合立体大循
环。”诸城市畜牧局局长胡希俊介绍说。

目前，诸城市510家规模化养殖场配套
了粪污处理设施，安装有机肥发酵罐15台
（套），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136处，建成
生态循环养殖基地215个，11家有机肥企业
年生产有机肥30万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70%以上。

诸城：“三大模式”处理养殖场废弃物，打造区域全覆盖种养循环系统———

猪舍搬了，养殖户也乐享干净了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栖霞讯 栖霞市桃村镇西宅、店西

等村村北的山岭，曾经是个黏土矿。20多年
来，一辆辆卡车把黏土运走，烧成砖块，也留
下了一个个矿坑，满目疮痍。如今，一个个矿
坑重新被填平，建起了生态养猪场，成为栖
霞发展现代农业的绿色新动能。

“以前我也采过矿，后来做建材，现
在我们又把一个个矿坑填起来，算是还生
态的欠债。”8月25日，柳洪耀告诉记者。作为
山东广耀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现
在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山上，每天最惬意的
是看着裸露的矿坑一点点变绿。

柳洪耀的猪舍位于镇上老峨顶南，海

拔最高，也是环境最好的位置。向下走，
半山坡里一排排猪舍是保育区。仔猪在这
里长到7周，再送到下边的育肥区。“每处
猪舍都是建在之前的矿坑上。现代猪舍都
是电子饲喂、自动调温、严格防疫。”

养殖区向下，是5 0万头规模的屠宰
厂。这里曾经是最大的一个矿坑，光是填
坑就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厂房已经建
好，全自动化的屠宰设备也已安装完毕，
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投产后，每年能为
社会提供2 . 75万吨肉食品，解决60万人一年
的肉食供应。

柳洪耀说，公司把生态环保放在第一
位。饲养区、屠宰区都是先通过环评才开

工的。“不仅如此，我们所有的猪粪都将
进入沼气发酵厂和污水处理厂。两座日产
沼气1000立方米的发酵罐已建好，正在安
装沼气发电设备。达产后，年产沼气180万
方，年利用沼气发电2000万度。”污水处
理项目今年3月开工，目前已经安装好处理
设备，将与屠宰厂同时投产。通过最严格
的环保处理，5000多亩的园区内，实现了
零排放。猪粪可发电、生产有机肥，用于
果木种植。

位于柳洪耀办公室旁边的一个狭长的
矿坑，已被雨水蓄满，一片碧绿，孔雀、天鹅、
鸳鸯等在池边嬉戏，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
灰土漫天的开采现场。

柳洪耀给记者算了笔账：1 . 2万头母猪，
一年可出栏生猪25万头—30万头，按现在的
行情可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沼气发电并网
一年可收入300万元。年产有机肥3万吨，按
2000元一吨，可收入6000万元。另外屠宰厂作
为栖霞唯一的定点屠宰厂，一年可实现6亿
元的销售额。再加上特种养殖、饲料等，全部
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

“我从事过不少行业，看好的还是现
代农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一
点没错。”柳洪耀说，现在二期工程已经
做好了规划：种植各种水果发展采摘游，
同时建设胶东风情民宿和有机餐厅，发展
生态农业旅游。

栖霞：废矿坑变身生态养猪场
建成全产业链生态循环，5000多亩园区实现污水零排放

环保故事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刘涛 报道
9月3日，费县新庄镇首届脆枣采摘节暨品质擂台赛举

行。新庄镇发展费县脆枣规模种植户80余家，种植面积
5000余亩，现已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年产值6000余万
元。图为游客在体验采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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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赵清华 刘柳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清洁取

暖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吹响了滨州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的冲
锋号。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本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
原则，计划投资2亿元，对156个村实施以集中供暖、气代
煤为主的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其中，中油燃气公司承担着
150个村2万余户群众煤改气任务，预计铺设天然气管线近
150公里，年输气量6 . 3千万立方米。该区全部工程计划10
月底前完成，全面消除辖区内散煤取暖，实现清洁取暖全
覆盖。

据悉，今年下半年，滨州市把实施清洁取暖改造作为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将滨州市域划分为核心区、燃煤禁
燃区及一般地区，计划今年10月底前完成燃煤禁燃区内
8 . 7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到2020年完成全市77 . 7万户清
洁取暖改造任务。

滨州经济开发区今年

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利津县盐窝镇十西村有两家养殖户在

村内搞肉羊养殖，因为污水和异味污染，影响了周边的
生态环境，村民们十分不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利津
县环保部门迅速行动，劝导养殖户将肉羊搬离，并对两
处羊棚进行了土壤覆盖和药物消毒处理，彻底消灭了污
染源。

利津县坚持分类施策工作方针，着力推进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推动畜牧业绿色转型。该县在抓好养殖区域划定
及整治工作的基础上，着力加快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
牧业绿色转型。对非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坚
持分类指导和分户施策的原则，全面推进粪污存贮设施配
套。指导大型养殖小区统一建设污水存贮设施，引导规模
养殖场、养殖专业户与有机肥处理厂签订代加工处理协
议。

该县通过以点带面，带动起了全县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配套热潮，有力提高了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目
前，东营蒙羊生物有机肥公司和山东发田生物肥业公司已
与全县691个养殖场和养殖户签订了畜禽粪便代加工处理
协议。全县非禁养区内3026户养殖场和养殖户已关闭1054
家，完成设施配套1348家，规模养殖场配套率达75 . 4%。

利津分类施策治理
畜禽养殖污染

□张鹏 报道
诸城市与兽药企业合作开发的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可用于畜禽体内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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