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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嘉定区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21〕10 号）文件精

神，为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通种养循环堵点，促进粪

肥还田，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本区创建绿色种

养循环试点工作，特制定此方案。

一、基本情况

嘉定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前沿，地处上海市西北郊，土地面

积 463.16 平方公里，7 个镇、5 个街道（菊园新区、嘉定工业

区管委会），143 个村。东与宝山、普陀两区接壤；西与江苏

省昆山市毗连；南襟吴淞江，与闵行、长宁、青浦三区相望；

北依浏河，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全境地势平坦，东北略高，

西南稍低。2020 年，嘉定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8 亿元，

其中,种植业产值 6.6 亿元，畜牧业产值 0.6 亿元。

嘉定区耕地面积约 1.1 万公顷，2020 年全区共种植水稻

4975.94 公顷，总产 4.19 万吨；常年菜田面积 1310.37 公顷，

蔬菜上市总量 10.41 万吨，供应平稳。全区水果种植总面积

737.89 公顷，全年水果总产 12897.7 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共

有 5 家，其中猪场 3 家（含 1 个种养结合基地）、羊场 1 家、

牛场 1 家，目前全区畜禽折算成标准猪存栏 2.3 万头。2020 年

全年生猪出栏 5425 头、上市家禽 2.95 万羽、鲜蛋 537.1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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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产量 4508.78 吨。预计 2021 年全区规模场畜禽粪污年产

生量约为 10.1 万吨，其中固体粪污 1.4 万吨，液体粪污 8.7

万吨。近年来，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步提高。全区主要

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 4.5 万吨，目前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化

利用达到 99%以上，主要利用方式为秸秆全量还田，少量离田

用作基料化利用等。

2020 年，嘉定区化肥总用量 0.43 万吨（折纯），商品有

机肥推广应用 4.6 万吨。主要施肥方式为深施、撒施、随水施

肥及叶面喷施。

二、创建基础

（一）化肥减量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推进种养结合情况

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绿肥种植、

秸秆还田和冬季深耕晒垡、推广施用水稻专用配方肥和缓释肥、

水肥一体化技术、绿色防控等各项措施减少化肥使用。全区畜

禽养殖产生的固体粪污基本用于生产商品有机肥还田。2020 年

全区化肥使用量（折纯量）0.43 万吨，较上年降低 8.7%。我

区沥江生态园生态养殖基地通过增加生产设备、完善防疫措施

和配套粪污处理设施，采用生物发酵床方式养殖梅山猪，生猪

存栏数 2300 头左右，产生粪污全部作为有机肥就近还田，目

前已打造为种养结合、发展生态绿色养殖的典型模式。

（二）域内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及运行情况

建立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档案化管理，

“一场一档”、每月巡查、及时排除污染隐患。全区规划保留



- 9 -

的规模畜禽养殖场 5 家（猪场 3 家、牛场 1 家、羊场 1 家）都

具备粪污处理设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配套率 100%。

（三）本地粪肥还田利用主推模式

主要打造 2 种模式：

1.“养殖场+服务组织+农户”模式。主要处理液体粪肥，

充分利用养殖场现有粪污处理的场地、设施等基础条件，以本

区养殖场畜禽粪污固液分离后的液体粪污为原料，对养殖场产

生的粪水无害化处理后，由服务组织落实还田地块，通过管道、

槽车、船等工具送至田头施用，替代一定数量的化肥。

2.“养殖场种养结合”模式。采取生态养殖方式，利用木

屑、砻糠等作为生物发酵床垫料，消纳各类粪污，定期翻抛，

充分发酵后作为农家肥用于本基地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

生产，实现种养结合、生态绿色养殖，做到对周边环境零污染。

（四）畜禽粪污产生量及处理量。

据统计，嘉定区 2021 年需要处理的养殖场液体粪污共计

8.7 万吨、固液一体粪污 0.15 万吨。其中，0.15 万吨固液一

体粪污制作农家肥还田使用，8.7 万吨液体粪污通过配套足量

的菜田、粮田和果园进行消纳利用。全区共落实配套面积约 3

万亩。

三、实施内容

（一）创建任务和主要目标

2021 年嘉定区拟以现有服务组织为基础，重点围绕泉泾猪

场液体粪污和沥江生态园种养结合模式，实现 5 家规模化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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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粪污安全科学利用。进一步优化粪肥还田组织运行模式，

构建规模养殖场-社会化服务主体-农户之间的绿色种养循环模

式。提升粪肥收集、处理和施用的专业化服务水平，使养殖、

种植环节进一步稳定顺畅；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确保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开展绿色种养循环技术试

验研究，促进化肥减量增效、耕地质量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

项目实施面积达到 3 万亩。

（二）实施主体和方式

以养殖场原有粪污处理服务单位为基础，落实一批专业化

服务主体，对目前需要处理液体粪污、固液一体粪污的 5 家规

模畜牧养殖场提供粪肥还田服务。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督促服务

主体做好“两协议、四台账”，专业化服务主体与畜禽养殖场、

镇畜禽管理部门签订三方协议、与使用主体（农户）和监管主

体（镇、村委会）签订四方协议，专业化主体建立粪肥收集

（养殖场签字确认）、处理、转运（运输车辆或管网运行记录）

和施肥（镇、村委会确认）四本台账。

（三）主要技术路径

今年，我区将综合考虑种植结构、有机肥资源、作物施肥

现状等因素，以粮食区域为主，以蔬菜和果园区域为辅，落实

粪肥消纳区域，创新集成技术模式，改进施肥方式，推广有机

无机合理配施技术，促进化肥减量增效。

液体粪肥储存处理还田技术。充分利用养殖场现有粪污处

理的场地、设施等基础条件，以本区养殖场畜禽粪污固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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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液体粪污为原料，对养殖场产生的粪水无害化处理储存后，

在农田需肥和灌溉期间，将无害化处理的液体粪肥与灌溉用水

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进行水肥一体化施用，或者在耕翻前集

中施用。规模畜禽养殖场周边需配套一定农田面积，利用专用

输送管网或液体粪肥运输车辆将液体粪肥输送至田间施用，每

亩 施 用 数 量 不 超 过 《 畜 禽 粪 便 生 态 还 田 技 术 规 范 》

（DB31/T1137-2019）标准规定的各类农田畜禽液肥年最大施

用量。

（四）绩效目标评价

加强畜禽粪肥还田的绩效评估，评估通过本项目实施提高

本区减少畜禽养殖污染的效果。开展示范区农户和非示范区农

户施肥情况调查 50 户，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验 5 个，建立

20 个有机肥施用效果监测评估点。用调查监测数据，评价粪肥

还田在提质增效、化肥减量、地力培肥等方面的作用。

（五）项目资金使用

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专款用于奖补提供粪肥还田服务

的组织，以及粪肥还田检（监）测、宣传、示范等工作支出。

针对不同利用方式，根据粪污类型运输距离、使用方式、还田

数量等成本，确定每亩补贴不超过 100 元，按照还田面积 3 万

亩测算，计划补贴资金 300 万。另外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粪肥还

田检（监）测、宣传、示范等工作支出。

（六）工作进度安排

2021 年 6 月，编制上报实施方案，做好实施准备工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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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域粪污产生量，调研已有的处理方式，调研各畜牧场的处

理情况，确定还田技术模式和专业化服务主体，通过承载量测

算，确定养殖场及配套的菜田、粮田和果园区域，做好养殖

场-收集处理-还田土地一一对应的工作，启动实施粪肥收集、

处理与还田工作。

2021 年 7-10 月，推进落实种养结合还田各项工作，开展

养殖场的粪肥收集、处理与还田工作，督促做好协议、台账等

溯源工作，开展还田区域主要作物的投肥调查，抽检还田粪肥

质量，根据化肥用量情况与还田粪肥的养分情况，设计主要作

物粪肥还田的化肥减量施用技术，布置监测点进行效果监测、

设计开展主要作物有机替无机肥田间试验，中期进行现场监督

检查。

2021 年 11-12 月，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形成年度工作总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区农业农村委成立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协调落实目标任务，督促各技术单位和街镇做好畜禽粪肥还田

各环节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畜牧管理和技术部门负责还田前畜禽粪污收集与无害化处

理技术指导工作，保障还田的质量安全；督促畜禽养殖场和专

业化服务组织无缝对接开展粪污处理工作；做好专业化服务组

织与使用主体（农户）和监管主体（镇、村委会）协议实施的

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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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管理和技术部门负责不同作物的成品粪肥还田技术

指导和培训工作，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协同畜牧管理和技术部

门做好补贴资金及台账审核工作；监督抽查粪肥质量，开展粪

肥还田绩效评估。

专业化服务主体负责开展畜禽粪污收集、无害化处理、施

肥服务；做好畜禽养殖数量、粪污处理量、无害化粪肥还田三

环节台账；做好全链条的服务与环境卫生工作。

街镇农业部门做好协议的实施监督管理，补贴数量的审核

工作等各环节监督管理工作，确保绿色种养循环项目各项任务

完成，确保粪污还田质量安全。

（二）加强宣传培训

加强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和实施必要性的宣传引导，

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指导，充分调动广大种养户参

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区镇畜牧部门要督

促指导畜牧场与专业化服务主体畜禽粪污收集与无害化处置工

作，确保还田粪肥的质量安全。区镇农技推广部门采取科技讲

座、进村入户、蹲点包片等形式，培训指导专业化服务主体、

种植主体合理利用粪肥，提高粪肥还田的化肥减量效果。

（三）强化监督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管理考核内

容，对纳入种养循环的种养户主体，与现有涉农政策挂钩，督

促企业做好粪肥还田利用。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加强粪污处理

过程检查，定期开展还田粪肥的质量抽检，保证用肥安全。实



- 14 -

施情况由第三方核查，实现粪肥来源和去向全程有据可查。规

范使用项目资金，提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通过相关平台公示

等手段，监督补奖资金发放情况，以保障资金安全。加强监督

管理，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粪肥收集处置利用过程中的违

规行为，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实施粪肥还田利用，完成绿色种养面积不少于 3 万亩。有

效减少种植户的化肥投入成本，提升种植户的经济收入。

（二）社会效益

打通养殖、种植环节堵点，打造粪肥就地就近生态还田模

式，充分发挥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价值，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

的互利共赢。

（三）生态效益

降低畜禽养殖废弃物产生的污染风险，构建环境友好型、

种养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通过实施粪肥就地就近生态还田，

有效增加土地有机质含量，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土壤团粒结构，

有效减少化肥用量，推进本区的化肥减量工作，助力农业绿色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