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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是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更是一条绿
色崛起之路。要通过实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使环境得到改善、
农民得到实惠。

物流成生鲜电商“七寸”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方

奇盛：让中国秸秆板材走向世界
姻本报见习记者郭爽

一到收获的季节，方圆百里的农民都
会不约而同地把秸秆运到这里。记者站在工
厂外面就可以闻到秸秆的味道，这味道饱含
着辛劳，也饱含着智慧。秸秆从这里变成板
材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了世界。

“秸秆只要进入这家企业，就不会再有
污染出现。这里不仅可以把秸秆变为板材，
还可以把剩余的材料全部利用起来。”河南
新野县农业局副主任科员吴满朝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吴满朝口中的企业正是新野县奇盛板
业公司，这是一家以秸秆为原料的板材企
业，同时也是一家正在崛起的绿色企业。从
1998 年开始，奇盛板业就反复试验利用农作
物秸秆做原料生产人造板的新技术和新工
艺，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上海人造板胶粘剂
研究所、中国胶粘剂协会等科研机构建立了
技术协作关系。

秸秆的“危害”

“秸秆本身并没有毒，但如不妥善处理便
会造成危害。”吴满朝告诉记者，过去农民处理
秸秆的方法无非就是两种：焚烧和堆积。

据了解，秸秆焚烧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
染。焚烧秸秆时，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指数达到高峰值。当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人的
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分刺激较
大，轻则造成咳嗽、胸闷、流泪，严重时可能
导致支气管炎发生。

“不仅是污染空气。秸秆焚烧还有可能
引发交通事故、火灾，破坏土壤结构等
等。”吴满朝表示，秸秆焚烧入地三分，地
表中的微生物被烧死，腐殖质、有机质被
矿化，田间焚烧秸秆破坏了这套生物系统
的平衡，加剧了干旱，农作物的生长因而
也会受到影响。

当政府禁止焚烧秸秆后，大量的秸秆无
法处理，农民为了抢种，还会选择把秸秆推
入河沟等方法。

“可这一推，污染就更大了，会直接造成
地面面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吴满朝说，
如果渗入地下，还会影响地下水，影响人畜
饮用。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新野县近几年不断
加大工作力度，在抓好秸秆禁烧的同时，积
极进行秸秆多形式利用———“变废为宝”的
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秸秆经济”气
候，取得了明显成效。“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是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更是一条绿色崛起
之路。要通过实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使环
境得到改善、农民得到实惠。”吴满朝说。

而新野县奇盛板业公司的成立，正是这
种成效的写实。

环保型秸板

“经过多年反复试验，我们终于攻克了
利用麦秸秆做原料生产人造板材过程中的
关键技术难题，研制出环保型高压人造板
材。”新野县奇盛板业公司副总经理徐学发
在带领《中国科学报》记者参观工厂时说。该
产品不仅经过国家人造板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检验，各项物理学性能指标和甲醛含量指
标甚至超过了国家行业标准。

据介绍，该项工艺技术系目前国内外先
进的生产工艺，用工少，效率高，即以小麦秸
秆为原料，以经改性处理后的异氰酸酯
(P-MD1)为胶粘剂，经过对小麦秸秆扁平窄
长刨花加工、干燥、分选、施胶，经定向铺装
后热压而成的多层结构板材工艺（亦可称为
定向结构麦秸板）。

“小麦秸秆高压板可用于室内装修、室
内家具和地板、军工板房、出口包装及船舶
装修。具有质轻、优良的物理学性能和绿色
环保等特点，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理想环保节
能替代木材的高端板材。”新野县奇盛板业

公司董事长匡三奇说。
让匡三奇引以为傲的是整个工艺采用

干法生产，不用水，无须使用热磨机，大大降
低了水耗、电耗、煤耗等能源消费。同时导热
系统采用有机热载体炉，可充分利用原材料
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秸秆废弃物做燃料，替代
燃煤，实现农作物秸秆的“吃干榨净”，年可
替代燃料煤 3500 吨左右。

这项工艺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原料粘
合剂，这是该企业自主创新的秸秆人造板零
甲醛专用胶，产品粘合能力增强，年节约生
产成本 30%以上。产品甲醛成份释放量仅为
0.1mg/100g，远低于国家标准 9mg/100g，确
保了产品的绿色环保。

不仅如此，该工艺采用农作物秸秆为主
要原料，有原料易取得、价格低廉、供应连
续、稳定的特点，有利于企业保持连续生产。
生产的板材，其粘合力、耐水性、抗老化、抗
腐蚀性等主要质量标准均优于枝桠材等原
料生产的板材，并可生产密度在 0.45~1 之
间的低、中、高各种密度板材，大大提高产品
的应用范围。

但令匡三奇苦恼的是，如此环保的高端
板材，收到的大多是国外来的订单。

“希望国人用到我们的产品”

匡三奇告诉记者，自项目实施以来，60%

的产品经香港出口销往缅甸、日本和澳大利
亚等国，主要用于家居家装。

“我们就地取材，取之于民就当用之于
民。在产品发布之后，虽然受到了国外的青
睐，利润也很可观，但是我们更希望收到国
内订单，让更多的国人用到我们的产品。”匡
三奇坦言。

据了解，奇盛板业项目实施后，实现年
产值和销售收入 4 亿元，利税 2 亿元，其中
净利润 1.2 亿元。同时可增加农民收入 8000
多万元，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
员 200 人。直接和间接带动运输、仓储、餐
饮、建筑装饰装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环境效益来看，循环利用秸秆 15 万
吨，可节约林木约 23.6 万立方米。由于充分
利用了农作物共生伴生的秸秆资源，大大减
少了各类秸秆的被焚烧和自腐自沤。

徐学发告诉记者，为了确保秸秆人造板
生产线的秸秆原料及燃料供应，在安装秸秆
人造板生产线的同时，他们还在周边地区设
立了 15 个秸秆收储站。这不仅解决了秸秆
的处理问题，也为秸板制造提供保障。

“公司成立就是依托庄稼人，没有粮食
作物就没有秸秆，自然也没有我们企业的今
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把实惠回馈给他
们。”匡三奇说，他们能做的就是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让更多的国人用
到他们的产品。

如今，网上购物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到家居电器，小到衣服书刊，都可以轻点鼠
标搞定。如此一来，生鲜电商也不是什么新鲜
事。除了大型综合电商门户相继开通了生鲜频
道，大大小小交易生鲜产品的微商、App 客户
端也层出不穷。

为什么要网上购物？“便捷”“丰富”“便宜”
往往是网络商品的标签，吸引着人们毫不犹豫
地为之买单。然而，生鲜商品有着与其他产品
的不同之处，不少消费者也反映生鲜电商有点
不太接地气。

谁在网上买生鲜

孙超在北京中关村地区从事 IT 行业，非
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夏天一到，各类水果争
先上市，孙超决定“足不出户，吃遍全国”，也在
网上购买起生鲜水果来。

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
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互联网生鲜水果主
要目标客户和消费者是城市的上班族和年轻家

庭，他们是最活跃的一批人。”
恰恰是中档客户，反而不是收
入最高或最低的人群，成为了
互联网生鲜水果的追捧者。

他认为，这类群体有自身
的特点，即为中间人群，对互
联网比较熟悉，对水果的品质
比较敏感，注重性价比。

事实也如此。孙超告诉记
者，自己很多同事也都在网上
买过樱桃、苹果、橙子等生鲜水
果。记者发现，在一家农业资讯
网站近期举办的“网购生鲜，约
过吗”网络调查中，有 57%的被
调查者表示通过线上购买过生

鲜产品，更有 89%的网友表示愿意体验一次线上
买水果。

李志起指出：“互联网生鲜水果从前端到
后端涉及几个环节：第一环节是产地的采集；
第二环节是从产地到城市的物流；第三环节是
物流的仓储、配送；第四环节是从物流站到消
费者宅配的最后一公里。”

“与普通水果经营相比，在采集环节节省
了大贩子到小贩子的一步，在配送环节则把从
大批发到小批发的一步节省了下来。”他说道。

按理说，网上的价格应该比市场价格更有优
势，但生鲜产品是个例外。从孙超的网购经验来
看，只要加上运费，生鲜水果的网上价格与市场
价格差得并不多。“我比较看中水果种类丰富、可
选性多，也有人喜欢有机、绿色、生态，所以价格
就不太在意了，大不了拼单。”孙超说道，“但水果
一定要新鲜。”

生鲜能不能真“鲜”

不止孙超一人担心互联网生鲜水果不

“鲜”。在上述“网购生鲜，约过吗”网络调查中，
54%的被调查者表示最怕线上购买水果“不新
鲜”，32%的人担心“以次充好”，8%的人担心“等
好久”，6%的人担心“分量不足”。

李志起认为，互联网生鲜水果新鲜与否，
与上游的采摘和配送环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游的采摘是非常讲究的。传统批发渠
道往往在水果六七分熟时就提前采摘，让它们
在路上慢慢成熟。如此一来，到了消费者手里，
就会发现水果口感不佳。”他表示，相比之下，
互联网生鲜水果摘得晚，口感、甜度也好一些，
但“熟摘”同时对物流配送要求很高。“能不能
快速地、及时地送到消费者手里，对最终消费
影响很大。”

而互联网生鲜水果配送应达到温度、时间
和包装的要求。“首先是温度的要求，不同的水
果在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温度控制标准。每
一种水果都有自己独特的温度标准，过高过低
都会造成水果不一定能吃，因此带来了配送的
麻烦。”他说。

“其次是时间。如果从湖南到北京寄送杨
梅，3 天时间才到，到的时候就已经坏了。所以
及时性非常重要。时间控制不了，对水果品质
影响很大。”他补充道，“包装也很重要，不能因
为包装的原因造成损耗过高。”

从新鲜层面考虑，生鲜产品对物流配送的要
求相当高，既要保持食品的新鲜，又要保证到达
的速度，因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冷链物流。冷链
物流与一般常温物流相比，在要求上更高、在技
术上更复杂、在建设投资上也更大，自然收费也
要更高。人们逐渐发现，物流问题成为互联网生
鲜水果发展的“七寸”。

物流问题成关键

《2014-2015 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报告》指出，运输成本通常超过商品成本的
100%甚至更多。“目前来看，物流对互联网生
鲜水果发展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李志起表
示。

他分析道，因为物流的问题，一方面造成
了生鲜水果损耗率非常高，行业内有的商家达
到了 20%的损耗，对采购商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造成了消费者的满意度变差，本来很
高兴地下单购物，但拿到手发现水果品相口感
差、有破损，达不到心中的要求，于是“回头购”
变得困难。

“最简单的办法是生鲜水果企业建设自己
的冷链物流，确保生鲜产品从最初到最后的一
公里都能及时配送。但自有链条成本高，很多
企业是建不起的。”李志起说道。建立一套自己
的体系，从种植采购到仓储配送全部由已方搭
建，形成一条线式的服务，如沱沱工社或京东
生鲜频道中的自营商品便是如此。

“企业还可以借助第三方配送，如顺丰生
鲜现在是比较受认可的生鲜配送链条，但成本
也挺高的。”李志起指出，“第三个办法是缩短
配送半径，鼓励本地化消费，如此一来对冷链
物流的要求就没那么高。”

现在很多年轻创业者大量做起社区生鲜
配送，他们依靠各种方式，与社区内的居民建
立起密切关系，满足社区居民日常买菜的需
求，即第三种办法的呈现。

“互联网生鲜产品的需求方兴未艾，依然
处在爆发期，行业热度持续。总体来说，围绕从
上游到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都在布局。”李志
起指出，“但大量企业介入，也造成了重复式建
设，这其实是一种浪费”。

他表示，未来将出现专业化趋势，“只有上
中下游各方力量越来越专业，整个系统的成本
才会降下来。在未来，互联网生鲜水果发展要
走专业化道路”。

农企风采 简讯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设工作启动

本报讯 7 月 31 日，财政部、农业部、银监
会联合在京召开财政支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进一步对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建设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要在坚持“地方先行、中央支
持、专注农业、市场运作、银担共赢”的原则下，
力争用 3 年时间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覆盖
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框架。今明两年，各
地要把中央财政安排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的资金投入主要放在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特别是粮食主产省和农业大省要在这方
面实现突破，初步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
构。同时，稳妥建立市县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适时组建全国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会议要求，各地在组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过程中，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致力于切实降低
农业信贷风险和成本，要结合本地实际，明确
财政支持力度，细化政策措施，为农业信贷担
保体系的可持续运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
突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政策性、独立性和专
注性，坚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优先支持粮
食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一批沉得下心、深得下身，既了解金融又
懂农业的业务人员队伍。

会议强调，要强化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市
场主体地位，提高其市场竞争意识，增强其市
场运营能力。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
风险内控制度，制定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考核
标准体系，加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经营风险
监管。有关职能部门要在省级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切实履行起监管职责，严格防控农业信贷
担保风险。

据悉，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各
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日益
强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制约新型经营主体
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日前，财政部、农业部、
银监会印发了《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
保体系的指导意见》，着力促进实现财政金融
协同支农，破解制约农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推动新常态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工作。 （秦志伟）

用信息科技
助力老区农业产业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与沂蒙革命老区山东省临沂市科协签署了
科技合作协议，双方将从发展临沂农业工作
站、农业信息科技成果展示与应用、开展联合
培训以及为基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下简称

“农技协”）和龙头企业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等
多个方面开展合作。

据介绍，信息所“农信采”“农技云”“中国
农业经济地图”“蜂产品溯源”“数字果园”等一
批科研成果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部分
成果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据悉，信息所支持助力农技协发展活动，
不仅能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孵化、人才培养的
多重发展目标，还能探索建立农业科研院所与
农技协、涉农企业联合协作的新机制和新模
式，形成科学高效的工作体系，并进一步探索
推动解决推广体系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
信息服务的内容和手段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不相适应、科普管理和服务与现代农业发展速
度不相适应、劳动力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
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

今后，信息所将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
探索与地方政府和农科院所开展科技合作的
新模式、新方法，加快信息所农业信息科技成
果转化与推广。 （王瑀恩和）

山西省启动
农餐对接展销活动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
品农餐对接展销活动在太原启动，全省 58
个贫困县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种植养殖业
大户和特色农产品贫困村与太原 200 余家大
型餐饮企业进行了对接合作洽谈，为期 3 个
月的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也随之拉
开帷幕。

据悉，开展此项活动旨在解决贫困地区农
业企业和贫困群众农副产品销售难题。同时力
促大型餐饮单位在贫困地区直接建基地，打造
一批专业蔬菜村、农副产品加工村，切实增强
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增加农民收入。

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山西布局“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特色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以
及培育山西特色农产品品牌的一次创新与探
索。

山西省扶贫办主任王立伟告诉记者，长期
以来，将农产品变成商品、精品，是困扰贫困地
区发展的一大瓶颈。农餐对接，是餐饮企业参
与扶贫开发的一种新模式，也是一种“造血式”
精准扶贫，最终实现打造贫困县乡的订单农业
产业链。

山西省饭店业商会副会长、太原三晋国际
饭店董事长宋新梅认为，农餐“牵手”对接，可
以破除长期以来的农餐隔阂，是一种多赢模
式。对餐饮企业而言，直接从源头采购，更放
心，也更廉价，直购价格可下降 5％~10％，最
多可达 30%。对农副企业来说，与餐饮企业“单
线联系”，除了签订合作订单外，还可以利用餐
饮企业网络平台扩大产品销售。

记者看到，活动启动当天，就吸引了上
百家餐饮企业到场，与吕梁等市县的多家农
产品加工企业面对面交流，并签订多项合作
协议。 （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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