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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徐翔 文/图

昨日6时，西工区红山办事处蒋沟
社区的养牛户李铁虎就开着农用车开始
在农田里“寻宝”了。他要找的宝贝不是
啥稀罕物，是这个季节在农村随处可见
的秸秆。那为啥还要费劲儿去找？对于这
个问题，红山办事处的群众会告诉你：

“秸秆恁不稀罕，在俺这儿可值钱了。”

秸秆清运补贴提前领到手，群
众积极性高

昨天，洛阳晚报记者到红山办事
处走访时，发现往年田间地头堆放得
高高的秸秆堆，如今难觅踪影。

“俺家的秸秆半个月前就处理完
了。”蒋沟社区67岁的毛连柱说，他家
种了4亩玉米，今年秋收刚结束，社区
就将每亩10元共40元的秸秆清运补贴
提前发到了他手中。

“拿到钱后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纷
纷按照要求将秸秆整理好，等着养殖户
来拉。这得归功于办事处出台的新政
策，不但调动起了养殖户的积极性，俺
也跟着受益。”他笑着说。

养殖户算经济账：拿了补贴还
“白得”一台粉碎机

11时许，找到第三车“宝贝”的李铁
虎回到了养殖场，把车停好后便开始粉

碎秸秆。他家青贮池里的青贮秸秆已有
600多吨，这些够家里的30多头牛吃一
年了，可李铁虎仍不满足。

“为什么要找这么多秸秆？”李铁虎
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先算了一笔账。

他说，今年办事处出台了新政策，
鼓励养殖户多贮秸秆，贮够一定数量会
获得相应的清运秸秆补贴。100吨至
300吨补贴5000元，300吨以上至600
吨补贴 8000 元，600 吨以上至 1000
吨补贴1.5万元。

“不仅能拿补贴，而且新买的这台
粉碎机也不用我花钱。”李铁虎接着说，
办事处为了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对养殖
户新购的大型粉碎机给予“报销”。养殖
户提出申请并审核通过的，一台价值

1.3万元的机器，除去国家农机补贴，剩
余的由办事处出。

10天前，李铁虎以每天每人150元
雇了10个人收秸秆，各种杂项加起来
10天花费1万多元。“清运秸秆补贴正
好够这笔开销，我还‘白得’一台粉碎
机，好政策让俺稳赚不赔！”他说。

村里打“感情牌”，群众也都积
极配合

红山办事处圪垱头村有930多亩
玉米地，但只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养殖
场。走在村里，除了地里泛青的玉米，其
他的秸秆也不见踪影。

秸秆去哪儿了？村里的党员关延峰

说，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经费有限。除了村
里的养殖场，村里还发动大家把秸秆往邻
村的养殖场送，剩余的统一堆放沤肥。

关延峰说，为了发动群众主动清理
秸秆，村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动村
干部、党员，重点打“感情牌”，“别人家都
清干净了，你再不清面子上挂不住”。

疏堵结合，以疏为主，让田间
秸秆变宝贝

红山办事处有18个社区和行政村，
总面积33.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2.5万亩。往年该办事处要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开展禁烧工作，但成效很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办事处今年
6月就开始着手研究禁烧工作实施方
案。该办事处主抓农业的负责人李宝通
说：“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我们决定
采取青贮、还田、堆沤等形式促进秸秆
的综合利用，并拿出100万元奖励金调
动养殖户、群众的积极性，让秸秆变成
真正的宝贝。”

“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做法给红
山办事处的禁烧工作带来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圪垱头村相关负责人周虎子
说，去年该村投入20多人开展禁烧工
作，每天“死看硬守”，累不说效率还低。

“今年我们变排查着火点为清运
点，如今地里已基本没有秸秆，更别提
焚烧了。”他说，如今村里的禁烧工作只
需要5个人就够了。

在西工区红山办事处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秸秆几乎不见踪影，焚烧现象基本绝迹

青贮、还田、堆沤加补贴，让秸秆变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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