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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逸涵 梅玲玲
通讯员 徐霄） 眼下，油菜收割接近尾
声，“收秆忙”成了衢州田间地头的新景
象。日前，一个满载油菜秸秆的车队在
柯城区顺家路边村的田间穿梭，村书记
鲁刚耀带领着志愿队帮村民搬运秸秆，

“4月底柯城全区推行秸秆换肥，两斤秸
秆可换一斤商品有机肥，消息一出，全
村百姓都积极报名，咱们半个多月就收
了近 5 万斤秸秆，全都存放在村上的收
储中心。”

衢州是油菜种植大市，播种面积连
续10年位列全省第一，油菜秸秆单季产
生量约8万吨。为因地制宜抓好秸秆综
合利用，近年来，衢州市针对全市作物分
布情况进行科学布点，建立了由6个省级
收储中心、30 个区域性收储中心和 931
个村级收储中心组成的三级收储运体
系，确保全市秸秆都能有人收、有去处。

“衢州坚持‘农用优先、多元利用’，
以当前油菜秸秆为例，目前全市已完成
油菜收割任务的 70%，其中 3 万吨秸秆
依照农户意愿就地粉碎科学还田，剩余
2.6 万吨秸秆统一收储后提供给本地企
业开发利用。”衢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严波介绍，饲料化、肥
料化、燃料化是常见秸秆产业化方式，
衢州还积极探索更多高价值利用秸秆
新方式，让小小秸秆实现“逆袭”。

在江山市畅畅木业有限公司的低碳
功能材料中试基地车间内，一捆捆油菜
秸秆被打成碎料，经过一道道工序，被制
成木门板材。“油菜秸秆做家具还在小试
阶段，用稻草秸秆已经小批量生产。”江
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院
长钱俊介绍，江山引入浙江农林大学团
队常驻畅畅木业，以秸秆为原料生产的

复合门，性能更优且成本减半，“秸秆板
材在国内外的口碑很好，目前已有一家
新加坡客商向我们拿样品做生产检测，
验收合格将会采购1万张。”

有了畅畅木业探路，衢州先后引育
江山华洋木业、浙江富余环保纤维等环
保板材企业，“落地后预计秸秆年利用
量达 10 万吨，年产值可达 1.8 亿元，效

益远超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企
业。”严波表示，目前全市共有规模产业
化利用企业41家。

秸秆的百变不止于此。在浙大衢
州“两院”的生物基化学品研究所里，秸
秆又摇身一变，以可再生航空燃油、农
用地膜、特种纸等形态出现。“在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秸秆是极具
潜力的可再生资源。”在生物基化学品
研究所所长李正龙教授眼中，作为能
源，秸秆可以部分替代石油等不可再生
资源用于生产可再生航空燃油；作为材
料，以秸秆为原料制成的产品种类多
样，具备可降解特性，有利于经济与环
境可持续发展。

相应的，秸秆的“身价”也水涨船
高，曾经的生物固废，制成农用地膜后
每吨在 1 万元至 2 万元，制成可再生航
空燃油每吨可达 2 万元。“目前我们对
秸秆的高值化利用仍处于产业化的初
期，秸秆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李正龙
表示，以秸秆为原材料制得的农用地膜
已筹备投入应用。

技术上的突破与产业化示范只是
良好的开始。“秸秆高值化利用离不开
科技创新，接下来，衢州将让更多科技
项目向秸秆综合利用倾斜，通过与研究
院合作，进一步深挖企业产能，填补秸
秆开发空白。”严波说。

秸秆综合利用，“浙”里有妙招

衢州 秸秆变门板 身价涨百倍

本报讯 （记者 叶怡霖 通讯员
高佳晨） 把一捆捆秸秆塞进回收点的
入料口，经过机器的“吞吐”，秸秆被粉
碎回收。称重后，村民在手机上收获

“秸秆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
品⋯⋯如今，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张
堰村的“秸秆换积分”收集转运点，每月
可收集农户秸秆约 100 公斤，一年下来
能减少秸秆焚烧1200公斤。

就地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还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面对这个难题，杭州以

“疏”入手，“秸秆换积分”就是其中之一。近
日，在杭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推进
会上，张堰村的“秸秆换积分”作为考察参
观点，被全市农业农村工作者交流学习。

回收的秸秆去了哪里？在余杭区
瓶窑镇的秸秆收集和综合利用中心，秸

秆通过机械化工艺，经过粉碎、堆沤、成
型等环节后，被制作成有机肥料、育苗
基质、土壤改良剂等半成品，再面向市
场进行售卖，实现秸秆间接“还田”，持
续改善土壤品质。目前，该秸秆收集和
综合利用中心年处理规模已达 8000
吨，有效缓解了秸秆资源化利用问题。

去年以来，杭州从“疏”入手，聚焦秸
秆“收、储、运、用”关键环节，大力推广

“秸秆+”高值化、产业化利用模式，推进
农作物秸秆“全量、全程、全域、科学”综
合利用。目标到 2024 年底实现农作物
秸秆“收储运用”机制涉农乡镇全覆盖。

接下来，杭州还将探索“秸秆换肥
（物）”“秸秆银行”模式，提高小农户秸秆
的离田利用比例，加快推动收储中心、产
业化利用试点、示范基地项目建设等。

本 报 绍 兴 6 月 4 日 电 （记 者
金燕翔 共享联盟·柯桥 许镜蕾） 压
块、添加有机物料、堆肥⋯⋯4 日，绍兴
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叙兰苑农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忙着对刚刚收
来的秸秆进行粗加工。“通过重复多层
堆叠并定期翻堆，一段时间后，这些秸
秆 就 会 发 酵 成 为 有 机 肥 ，真 正 实 现

‘秸’尽所用。”技术人员王阳说。
这些秸秆，大多来自于周边农户。

“一斤秸秆换一个积分，10 个积分相当
于 2 元，可在农资站消费。”兰亭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金伟介绍，自4月20日推出
秸秆回收积分兑换券后，街道全域已收
储秸秆 20 余吨，参与散小农户达 650
余户。

为方便农户，兰亭街道依托村级生

活垃圾中转站，在每个行政村都建立了
秸秆收储点，农户只要把自家秸秆送到
收储点，经分拣称重后回收，就能领到
相应份额的积分。“相比巡查处置秸秆
乱堆乱烧，这种方式的成本更低，村民
们还都支持。”花街村党总支书记张继
国说。

据了解，“秸秆积分券”试行一个多
月来，兰亭街道田间地头的秸秆堆积现
象显著减少。

眼下，兰亭街道还计划引入农业生
物科技公司，政企合力构建秸秆“产—
收—储—运—销—用”全流程体系，在
变废为宝的同时，促进村级经济和农户
增收。根据规划，街道秸秆收储与产业
化利用示范基地建成后，年秸秆收储能
力可达3万吨，辐射柯桥全区8个镇街。

杭州、柯桥 秸秆换积分 可以当钱花

江山畅畅木业的秸秆制备功能材料主题馆内，陈列着用不同密度稻草秸秆制成的复
合板。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本报杭州6月4日讯（记者 刘俏言
共享联盟·临平 李阳） 4日凌晨4时45
分，一团浓烟从杭州市临平区中旅时光
里小区上方飘出，该小区15幢9楼阳台
上惊现让人揪心的一幕：大火将阳台一
头的栏杆烧至变形，另一头，一位业主
披着被子，身体挂在阳台外面，随时有
坠楼危险。

危急之中，8楼的灯突然亮起，两个
人冲到阳台上，一人一个肩膀，托举起
了这位业主。可惜业主最终脱力坠下，
所幸楼下的邻居们及时撑起了被子，这
张临时的“救援网”成功让坠下的业主
得到了缓冲。

这施救的一幕被围观群众多角度
记录了下来，我们得以还原这场生命接
力——

“老关烧烤”的吴师傅做梦都没想
到，凌晨 4 时多，刚刚下班的他迎面看
到的竟然是一场火灾。

小区对面的烧烤一条街，能清晰看
到起火引发的浓烟。吴师傅立刻打电
话给老板关丽风，“我当时很着急，就和
老板说起火了，有人被困在9楼。”

一接到吴师傅的电话，关丽风便叫上
自家的炒菜师傅刘海龙，又怕人手不够，
还喊上了隔壁“辣嘴巴小黄鱼”的店员刘
涛涛，三人迅速冲到现场。此时，9楼被困
业主正抓住阳台的栏杆摇摇欲坠。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简单分了分
工，我和炒菜师傅在一楼动员大家提供
被子床单，刘涛涛上楼喊其他业主救
人。”关丽风说。

刘涛涛一边大喊“救人”，一边冲向
楼梯间，上楼时恰好碰到和老婆一起下
楼避险的8楼业主余建林。“我家就在起
火房间的下一层，我就让老婆先下楼，跟
着他跑回家一起救人。”余建林回忆道。

来不及多想，余建林和刘涛涛两人
一个站在8楼的阳台里，一个时而站、时
而坐在阳台栏杆上，让挂在阳台外面的
9楼业主两脚分别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那个人一直在喊‘接住我’，我能
感觉到他很紧张。”刘涛涛说，“我让他
一只手一只手地放，但那时候他可能已
经没力气了，两只手一松，我一下子没
接住。”说到这，刘涛涛摇了摇头，叹了

口气。
好在楼下的救援很及时。由于当

时是凌晨，关丽风和刘海龙情急之下站
在楼下大喊：“谁家有床单被子，赶紧往
下扔！救人要紧！”

很快，草坪上便收集到两床被子和

一个床单，关丽风、刘海龙以及热心业主
王天烜等人一起紧紧攥住被子四角，“这
样起码有个缓冲，能减少些冲击力。”

业主坠下，电光火石间，关丽风明
显感到胳膊被狠狠拉了一下，还好这张
小小的“救援网”让坠楼者得到了缓

冲。由于受力不均匀，王天烜受了伤，
和坠楼伤者一起被送往医院。

“我们把伤者转移到草坪上，听到
远处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才放下
心。”今年 46 岁的关丽风说，他和刘海
龙都是东北人，来杭州 5 年了，“虽然来
这里做烧烤店不到半年，但我们平时和
小区的邻居们相处得很好。遇到这种
事，能帮肯定要帮的。”

回忆起早上的那一幕，余建林对刘涛
涛印象深刻。“别人都往下跑，就他一边喊
着救人一边往上跑，我也是被他打动了，
所以没多想就带着他折返回去救人。”

半个身子在阳台外面，不害怕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刘涛涛挠了挠头：“当
时压根没想这些，就觉得救人最重要，
但我其实也没帮到他什么。”

截至记者发稿，火灾的具体原因还
在调查中，相关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临平一小区凌晨突发火灾，有一群人逆行救人——

撑住，邻居救援队来救你

◀ 救援现场，关丽
风等人在楼下撑起被
子救人。

图片截自网友现
场视频

本报讯（记者 应磊 共享联盟·海曙
孙勇 王禹） 最近，宁波市海曙区柳庄
社区居民魏光华换掉了使用近30年的
抽油烟机。得益于海曙区正在推动的

“公益社区行”活动，企业进社区服务，
通过让利和以旧换新政策，帮助居民在
家门口以旧换新。“新抽油烟机花了
1500 多元，比网上便宜了小一半。”魏
光华点赞道。

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正在成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作为宁波核心城区，海曙区
老旧小区众多，大件商品的潜在更新需
求正进入集中释放期。为此，海曙推出

“公益社区行”活动，由政府组织企业进
社区服务，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消费
品以旧换新。截至目前，“公益社区行”活
动已覆盖17个社区，促成交易301单，实
现销售额264.2万元，惠及681户家庭。

消费品以旧换新，如何让“去旧更
容易”？掌握底数是关键，海曙区委社
会工作部组织社区工作者开展了排
摸。根据初步排摸，全区现有使用超过
10 年以上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
灶等7大类大家电20余万台。

“老旧小区居民的旧家电存在安全
隐患、能耗大、功能损坏等问题，而且缺
乏便捷的以旧换新渠道。”海曙区委社
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益社区
行”活动从群众需求出发，通过政府搭
台引导，创新与第三方优质机构合作，
在家门口为群众服务，打通消费品以旧
换新“最后一公里”。

有数据作支撑，海曙区商务部门联
系企业精准布点，差异化提供消费品品
种。在柳庄社区，长城电器根据小区居
民的需求和偏好，主要提供空调、燃气
灶、抽油烟机等商品。“老旧小区老年人
多，我们有针对性地安排操作简单、功
能实用的商品，还免费提供老旧电器安
全排查、电器清洗等服务。”企业负责人
表示。

当前，海曙区正在建立“去旧更容
易、换新更愿意”机制，推动家电换“智”
和家装厨卫“焕新”。“‘公益社区行’活
动为家电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渠道。”
海曙区商务局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拓
展“公益社区行”活动的覆盖面，推动企
业进一步走进社区和农村，为居民提供
便捷、高效的家电以旧换新服务。

海曙拓宽老旧小区居民以旧换新渠道

新家电，送到群众家门口

▲ 救援现场，刘涛
涛和余建林正在托举
楼上业主。

图片截自网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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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吕凌棘 共享
联盟·嵊泗 斯楚楚） 日前，在浙江省第
四届海洋运动会主赛场嵊泗县南长涂
沙滩旁，“无废海运会·塑战速决”世界
环境日环保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
现场，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 3D 打印技
术、DIY 环保手绘等，践行本届海运会

“无废赛事”环保理念。
这次活动是嵊泗县全民打造“无废

赛事”的一个缩影。遍布嵊泗全县的
“无废”宣传海报、收拾垃圾的志愿者队
伍、自觉践行“无废理念”的运动员与观
众⋯⋯本届海运会，与赛事同样火热的
还有嵊泗生态保护的全民行动。看得
见、摸得着的良好生态环境引得前来嵊
泗参赛的运动员和旅行的游客纷纷点
赞。在海运会沙滩田径项目中夺得金

牌的温州选手陈美丽说：“嵊泗人民对
本地生态环境的爱护让我印象深刻。”

记者了解到，早在筹备阶段，嵊泗
县就结合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经验，将

“无废理念”融入赛事赛前筹备、赛中管
理、赛后评估的全过程，通过赛场中设
置大量垃圾回收与分类装置、限制一次
性塑料制品使用、开闭幕式及竞赛器材
选择环保且可循环使用的材料等措施，
力争打造更具海岛辨识度和海洋生态
文明韵味的绿色海运品牌。

“赛事结束之后，我们将针对各类
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体
系化进行‘无废水平’评估，同时将常态
化运用‘无废理念’实践经验，助力嵊泗

‘无废城市’建设。”舟山市生态环境局
嵊泗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嵊泗全民打造“无废赛事”

本报新昌6月4日电（记者 金汉青
共享联盟·绍兴 俞帅锋 陈琪 通讯员
杨少君） 4日中午 12时，202路城乡公
交车在新昌县东茗乡上来村太平塘公
交站稳稳停下，司机潘海锋将装有 26
件快递的包裹放入了站牌旁的“客货邮
智能交换箱”。与此同时，该村的村级
物流服务点负责人第一时间收到了快
递已经装“箱”的短信，赶来取出快递，
并带回服务点扫描入库，更新村民手机
端的物流信息，方便村民即时收件。

新昌农村道路占全县公路里程的
87.6%，村庄散布，快递进村的难度不
言而喻。近年来，当地不断推进农村客
运、货运、邮政快递共享站场运力资源、
共建运输服务网络，打造“新畅达”农村
物流服务品牌，“客货邮智能交换箱”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跟城区一样
的快递寄递服务。

“原本‘快递进村’一天一趟已经觉
得很方便了，没想到有了‘箱子’后，我
们这样交通不便的农村，收取快递也能

中午、下午一天两趟，和城里一样‘无时
差’了！”上来村的张大爷感慨着快递服
务的新体验。

张大爷口中的“箱子”正是“客货邮
智能交换箱”，它面积 1.8 平方米，能容
纳 30 至 50 个正常包裹。“原本快递进
村，需要由邮政公司投递员专车送到村
级物流服务点，现在城乡公交司机可将
快递直接放入公交站点旁的交换箱，通
过客货邮融合驾驶舱可以一屏查看、闭
环通知。”新昌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
局长吕长军介绍，今年新昌创新打造

“客货邮融合+智能交换箱”模式，并将
在全县乡镇（街道）推广应用，总安装数
将达到53只，实现全覆盖。

新昌县邮政公司总经理傅雪明表
示，客货邮融合驾驶舱数字化系统上线
之后，新昌进一步汇集村级综合服务站
快件投递揽收信息，科学规划派送路线
及运力，放大平台集成效果，提升精细化
运营服务水平，节省人工成本约 60%，
村民收发快递货物时效提升30%以上。

新昌打造“客货邮融合+智能交换箱”模式

快递进村，又快又方便

本报讯 （记者 黄宁璐 通讯员
王利明） 日前，经过科技攻关，由浙江
海洋大学牵头培育的 163 万尾黄金品
系大黄鱼子一代在舟山市水产研究所
科研基地出苗。这标志着黄金品系大
黄鱼选育阶段性工作取得初步成功。

“开展黄金品系大黄鱼选育，是推
动水产种业发展的具体举措。”浙江海
洋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严 小 军 告 诉 记 者 ，
2023 年，浙江海洋大学联合浙江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蓝
科海洋生物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组建了
舟山渔业育种育苗科创中心，将大黄
鱼、厚壳贻贝等产业上的重点种类作为
良种创制的关键目标。

大黄鱼以其黄金般的体色而闻
名。大部分大黄鱼的金黄体色主要分
布于鱼体的侧下方和腹部，并向背部
逐渐过渡到灰黑色。在舟山自然海域
中，分布有少量通体金黄的野生岱衢
族大黄鱼，深受市场欢迎。一年多来，
舟山渔业育种育苗科创中心科研团队
以体色为选育性状，经过实地调研、亲
本筛选、品系构建、性状稳定性测试
等多个环节，初步培育出黄金品系大
黄鱼，不仅体色黄，而且生长速度快，
规格一致。新品系的培育不但丰富
了大黄鱼的种质资源，也增强了舟山

岱衢族大黄鱼的地理标识度和市场竞
争力。

目前，163 万尾黄金品系大黄鱼苗
已被成功转运到舟山青浜岛、长峙岛附
近海域深水网箱内，进行幼鱼养成。科
研团队将按照良种选育的基本规程，进
行养殖观察，从生长状况、抗病能力、体
色变化规律等方面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为下一步育种工作做准备。

浙海大培育出黄金品系大黄鱼

黄金品系大黄鱼子一代。
拍友 沈家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