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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污资源化 生态和经济效益共赢

作为全国畜牧业大省，山东仅大型畜禽规模
养殖场就有16783个，还有大量中小型养殖场，每
年可产生畜禽粪污1亿多吨。这么庞大的畜禽粪污
产出量，使得畜禽养殖污染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成为制约畜牧产业发
展的难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解决畜禽粪
污污染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这两年，
山东各地积极探索，涌现出许多好的经验和做
法，实现了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企业、养殖
场、养殖户多方共赢。今天介绍的这两个地方的
做法，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编者按

多年来，高密市一直是畜禽
养殖大市，也是全国首批无规定
动物疫病区项目建设示范市，规
模养殖企业1032家，4000多家养殖
户，连续14年占据全国生猪调出
大县位置，生猪年出栏百万头以
上，肉鸡年出栏1亿只以上，再加
上蛋鸡、牛羊存养量，每年仅畜
禽粪污就高达170万吨。

“农牧结合，粪污还田是解
决养殖面源污染的根本出路。”
高密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赵
志强近日介绍，目前高密市已建
设1处大型沼气发电工程、1处大
型有机肥厂、4处畜禽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N个多元化畜禽粪污处
理点，实现了辖区内170余万吨畜
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粪肥全量还
田、农牧循环、变污为宝，解决
了养殖面源污染大难题，形成了
“统一收集、统一运输、集中处
理、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处理
的“高密模式”。

在高密市南洋泰可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的畜禽粪污处理中心
发酵池旁，一辆辆封闭式货车正
将鸡粪倒进发酵池，掺上破碎的
废菌棒和木薯渣后，一台巨大的
翻抛机开始一段段翻刨起来。
“采用智能曝气和自动翻抛技术，
这两个发酵池一次可投放8千立方
米鸡粪，下边铺设供氧管道，发酵
升温到70℃，一个月完成熟化就可
以过筛装袋，成为初级有机肥。
全程粪污不落地，肥料可直接还
田。”公司发酵车间主任韩玉介
绍，田里收获的玉米再作为饲料
喂鸡，形成了良性循环。

“像这样的大型集中处理中
心，按照养殖集中区域分布，高
密市共建设了4处。”韩玉说，
“这一中心除了处理公司的28个
自属大型养殖场 6 0 0 0万只禽粪
外，还覆盖了周边15公里内的所
有养殖户的粪污处理。”

作为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整县推进项目，高密市还建起
了年处理生猪粪污50万吨的大型
沼气工程，并探索创新了自然发
酵还田、加工制肥还田、有机
肥、沼气、发酵床等5个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模式。“大型养殖企
业也都有粪污处理中心。新六合
30万头生猪一体化、正大养猪场
等8个万头以上养殖企业都建有自
己的专属处理设施、专属管网、
专属消纳用地，粪污经过标准化
工艺处理后，产生肥水、沼肥通过
管网还田，或者与全市‘小农水’管
网对接，免费或农灌用水价格提供
给周边种植户使用，实现‘一公里
圈’还田。”赵志强介绍。

除了1032家规模养殖场配建
了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针对中
小散户养殖粪污分散难收集的现
状，高密还对4000余家中小散户
的畜禽粪污处理进行了配建提
升，全市建有化粪池35 . 5万立方
米，并全部纳入高密市畜禽粪污
收集、处理、利用平台全程监
管，实现了“全配建、零排放”
和“粪污无害化处理、粪肥全量

化还田”。“猪年出栏500头、肉
鸡年出栏4万只、肉牛出栏100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和小散专业户
的畜禽粪污处理配建实现了‘两
个100%’，全市粪污资源化利用
系 统 工 程 总 投 入 达 到 了 3 . 1 亿
元。”高密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
任楚洪鹏介绍。

“现在不仅解决了养殖污染
问题，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
进养殖业健康发展，带动农牧循
环有机种植，还由此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楚洪鹏介绍，170

万吨畜禽粪污经过处理后变成了
一个巨大的宝藏：除去小散户
外，仅4处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
年可处理鸡粪25万吨，生产初级
有机肥15万吨，产值约1 . 6亿元；
大型沼气工程年可处理50万头生
猪粪污，日产沼气2 . 1万立方米，
发电1100万度，实现产值约2300万
元；一处年产30万吨的生物有机
肥厂，可处理60万吨畜禽粪污，
产值高达2亿多元，可改善150万
亩农田土壤肥力。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 王喜进 王 晖

春日和煦的阳光透过塑料
顶，将商河县郑路镇新泽家庭农
场养殖大棚地面上的麦秸晒得暖
暖的。大棚内的蛋鸭正值产蛋高
峰期，吃饱喝足的它们此刻格外
悠闲，或沐浴着阳光原地趴窝，
或三三两两组团来回踱步，还有
的一头扎进设在大棚内的“游泳
池”，划水嬉戏。

目前，新泽家庭农场共计投
入使用了24个养鸭大棚，而每一
个养鸭大棚内，都配备着这么一
个“游泳池”。游泳池内，清水
源源不断流入，溢出池边的废水
进入管道之中。农场负责人沙克
星向记者透露，蛋鸭作为水禽
类，要想提高其产蛋量和蛋品的
质量，就必须要有水，保证其可
以畅快地洗澡划水。

24个养鸭大棚，每日可产蛋
鸭5万多只，日产鸭蛋在6000多
斤以上，相应高产量带来的是
“游泳池”溢出的大量废水。这
些废水最后都排到哪里去了？顺
着地下铺设的管道，记者发现溢
出游泳池的废水最终都流到了一
个大池子之中，这是农场自建的
沉淀池。

沙克星告诉记者，大棚流出
来的废水中氨等元素都是超标
的，因此先需要在沉淀池中进行
沉淀。废水在沉淀池中，同时会
进行脱氨等技术处理，经过处理
后的池水就有了使用价值。

据沙克星介绍，蛋鸭“游泳
池”产生的废水，经过沉淀等技
术处理后，农场就可以用这些水
注入池塘养殖鱼虾、种植海水
稻。同时鸭子产生的粪便可以加
工成有机肥料施到地里，既可以

种植各类蔬菜，又可以给海水稻
施肥。而一部分蔬菜可以作为蛋
鸭的饲料，水稻的秸秆等可以用
来给蛋鸭铺着保暖。

“50亩海水稻试验田已划定
种植区域，计划今年6月份进行
鱼、虾、稻立体种养，实现一田
多收。”沙克星说，这种养种结
合，一水两用，使养殖业产生的
废弃物可以有效还田加以利用，
形成有机肥料提高农业产量，打
造有机农业，形成良性循环。
“所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被
再次利用，整个农业生产链实现
了‘吃干榨净’，创造出更多的
价值。”沙克星形象地介绍。

而在做循环生态农业之前，
这个农场因为是盐碱地，粮食产
量一直不高，如何更好地利用，
之前一直在探索。郑路镇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通过流转
土地建起了循环农业，村民们不
但有了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同
时实现就业打工。

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农场
内实现了生态循环，农场鸭蛋产
业链也实现了“外循环”。

该农场与全国各地多家上下
游公司实现合作，农场的鲜鸭蛋
可以通过上海以及乳山市的食品
公司进行深加工后，销往全国各
地。同时一部分老蛋鸭会被销售
到禽畜市场，另一部分老蛋鸭被
屠宰成白条鸭，可以返还到农场
进行深加工再销售。农场生产的
种蛋，通过一家专业合作社的孵
化，孵化后的鸭苗一部分销往各
地，一部分将直接回购到农场，
继续养殖产蛋。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郑希平

农牧大循环 污染零排放

170万吨畜禽粪污实现无害化处理

盐碱地上建蛋鸭养殖农场

“内外循环”实现零污染

科学地选购苗猪，是养好猪的
基础。要想选购到健康快长的苗
猪，经验丰富的养猪人有“十二
看”。

一看嘴形。嘴短而团，大而
齐，口叉深，特别是下颌要薄。下
颌与上颌相平整齐的苗猪吃得多，
不挑食，易养，长得快。

二看眼睛。眼毛短，眼亮有神
的猪，健康活泼，生长良好，绝大
多数无病。

三看耳鼻。鼻孔要大，与嘴相
称，耳朵大而薄，耳根厚而硬，双

耳距离宽的猪能吃能长。
四看脖子。不粗不细，并有一

定长度，母猪可长点，公猪适当短
点，育肥猪的不宜太粗。

五看躯干。肩背要宽。苗猪前
肩高，背胸部宽阔发育良好，背平
坦而直长，腹板宽平稍下垂，腹形
以“黄爪肚”为好，呼吸和血液相
应旺盛，生长也迅速。

六看尾巴。俗话说：“尾巴像根
钉，一天长一斤。”苗猪尾巴根子粗，
尾梢红，尾皮薄，呈“丁字状”，不但
长得快，而且性情温顺。

七看奶头。奶头明且稀，但不
少于6对。最好交叉均匀排列，前
稀后密。7+6相对或7+8相对，8+9

相对最为理想，这种猪具有先天性
细胞分裂快的特点。

八看四肢。要求四腿强健、圆
直粗长，大腿肌肉丰满，蹄甲圆
厚，蹄叉大而明显，体长与体高比
例适中，骨架大，生长快。

九看皮毛。皮薄红润干净，肋
间毛向下垂，背毛整齐，毛稀、平
滑、光亮的苗猪体质好，长得快。
如果皮粗毛乱，苍白无光泽的猪，

多为病猪、僵猪。
十看体重。同窝苗猪断奶，体

重越大的，一般育肥时增重速度越
快，故宜选购体重大的苗猪，即
“抢重不抢轻”，便于短期育肥。

十一看粪便。粪便排出落地成
条状或团形，光滑、松散者为健康
苗猪，尿液正常颜色为淡黄色。

十二看精神。健康苗猪精神饱
满，站立自然，步子平稳。把猪的
后腿提起来，猪不叫或叫声不大，
说明性子不暴躁，对外界反映不敏
感，能尽快适应新环境。（仲杨）

选猪苗“十二看”

两辆卡车正在向发酵池中倾倒鸡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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