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刘宣彤 美编/王超生态8

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全媒体编辑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228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元阳县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环保工程
变绿色产业

夏日炎炎，行驶在西盟佤族自治
县的国道 219南归河桥头至里坎路口
段绿美公路上，道路平坦通畅、标志醒
目，两旁草木葱茏、错落有致，木春菊、
春鹃花开正盛，形成了一幅路景交融
的美丽画卷。

2025年，普洱公路局西盟公路分
局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与西盟县交
通运输局合作，共同推进国道219线里
坎段全长 4.6公里的绿美公路建设。项
目围绕畅、安、舒、绿、美建设目标，突出

地域特点，精心实施路面修复、边沟处
置、绿化提升等工程，有效提升公路通
行质量，打造生态廊道。

“路好了，风景更美了，我们边走
边玩，特别惬意。”游客张阿姨的感慨
道出了绿美公路建设给游客带来的
体验升级。项目实施中，西盟县创新

“交旅融合”发展模式，以路为线，串
联起木依吉神谷、勐梭龙潭、里坎瀑
布等景点，沿途篝火歌舞、非遗展示、
佤味美食等吸引游客驻足，推动“公

路+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以路促旅、
以旅兴路”的良性循环。

绿美公路的建成，让沿线村民搭上
“家门口”的经济快车。连日来，里坎瀑
布景区农特产品区域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佤味牛皮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热门
商品。“路修好后，赶街天的人也多了，
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勐梭镇勐梭村
里坎组村民娜木高兴地说。

阿佤木鼓声声传，云路蜿蜒映山
川。公路的畅通，加速了人流、物流、资

金流的互联互通，为西盟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西盟公路分局将始终秉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持续做好绿美公
路管护工作，积极推进沿线绿化美化、
增苗扩绿，以更高标准推进绿美公路建
设，为边疆经济发展、公路迭代升级、人
民安全出行贡献力量。”西盟公路分局
局长吴其健说。

本报通讯员李泽燕杜姝晗
记者沈浩

夏日，走进前方科技（元阳）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基地，传统畜禽粪污处理场
所特有的刺鼻气味在这里荡然无存。利
用复合微生物菌群技术，该企业将畜禽
粪污与褐煤、农业废弃物等混合进行深
度发酵，转化为高效含腐殖酸的生物有
机肥料，彻底解决了猪粪尿等废弃物的
处置利用问题。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复合微生
物技术，利用上百种微生物协同作用，
可快速降解粪污中的有害物质，消除
臭味。处理后的粪污能直接还田利用，
加工成的有机肥还成为辣椒、水稻等
作物的营养剂。”该公司技术负责人秦
晓义介绍。

为解决畜禽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带
来的粪污处理难题，元阳县积极探索
创新，依托前方科技公司的先进微生
物技术，走出一条畜禽粪污处理、转
化、应用全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实现
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这一技术
不仅破解了污染困局，更通过微生物
菌剂和有机肥的应用延伸，催生出辣
椒种植等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从养殖
废弃物到农业投入品，再到经济作物
的绿色循环链条。

在攀枝花乡保山寨村，这一技术
的延伸应用正在让“绿色财富”具象
化。昔日废弃的香蕉地变身 800亩辣椒
种植基地，红绿相间的辣椒挂满枝头。

基地负责人赵老伍是一位返乡创
业的乡村能人，他借助前方科技公司提
供的微生物菌剂和腐殖酸肥改良土壤，
结合无人机喷洒等现代化技术，实现了
辣椒产业科学化、规模化发展。“使用微
生物有机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改善了，
辣椒病虫害减少了，亩产也提高了。”赵
老伍算了一笔账，“基地预计今年总产
值超过 200万元，可带动 200余名村民
就业。”

目前，该辣椒基地的微生物技术应
用已经形成完整闭环。前方科技公司将
畜禽粪污转化为有机肥和菌剂，供应种
植基地，基地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如辣
椒秸秆）返回粪污处理厂，作为发酵原
料再利用。

“这种循环模式既降低了种植成

本，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一举两
得。”元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畜
牧兽医科科长代清说。通过技术、产业
联动实现畜禽粪污全资源化利用，既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让粪污“变废
为宝”。这种新型生物有机肥料在土壤
改良和作物种植方面效果显著。经检
测，其有机质含量超 40%、腐殖酸含量
达 20%以上，远超传统有机肥，成为哈
尼梯田区域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的核
心投入品。

在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
中，元阳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农户参与“三元模式”：政府部门提供政
策引导、资金扶持，通过标准制定和监
管执法为产业护航；前方科技等企业负
责技术研发与产品输出；攀枝花乡的辣
椒基地等经营主体通过“微生物技术+
特色农业”嫁接，让技术价值在市场中
落地。

赵老伍坦言，除了技术扶持，政府
还帮助对接销售渠道，让辣椒通过冷链
物流快速发往省内外市场。目前，全县
已有 10余家类似种植基地依托微生物
有机肥实现产业升级，带动超5000户农
户就业。

数据显示，去年元阳县畜禽粪污产
生量约 85.31 万吨，资源化利用量约
75.67万吨、利用率达 88.7%。随着辣椒、
水稻等经济作物对微生物有机肥需求
的增长，这一利用率今年预计将提升至
89.2%以上。

“通过科技支撑，我们正推动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向全链条资
源化转变。攀枝花乡的辣椒产业就是典
型案例，证明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可
以协同共进。”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生态环境局元阳分局污染防治科负责
人梁萍说。

借助复合微生物技术等创新技术
手段，元阳县正积极构建养殖、肥料、
种植、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绿色产业
链，实现哈尼梯田的土壤改良、生态修
复和生物多样性涵养，推动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让环保工程变为创造财
富的绿色产业。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徐丽芳

近日，华坪县兴泉镇龙洞河综合治
理工程顺利竣工，昔日淤塞杂乱的河道
焕然一新。

龙洞河是兴泉镇的重要水系之一，
过去因水土流失、垃圾堆积等问题，河
道淤塞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此次
治理通过实施清淤疏浚、生态护岸、截
污治污等系统性措施，全面恢复了河道
自然生态功能。如今，河水清澈见底，两
岸荷花、海棠花竞相绽放，与青山稻田
相映成趣，白鹭翩跹、鱼翔浅底，成为村
民休闲散步的“生态绿廊”。

在治理过程中，兴泉镇注重保留乡
村特色，在河道沿线修复古桥，新建亲水
步道等景观，吸引不少群众来此休闲游
玩。龙洞河片区经过改造变得有看头、有
玩场，环境如同花园一般，居民们住着非

常舒心。“以前这条河滨走廊连独轮车都
过不去，现在经过和美乡村打造，建成了
小广场、小花园，白天可以在廊桥上乘
凉，晚上可以来这里运动。”家住附近的
居民马达春说。

龙洞河治理不仅美化了环境，更
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随着沿岸村组
灌溉条件得到改善，生态旅游潜力初
显，多家农家乐陆续开业。“我们将落
实长效管护机制，发展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确保水清、岸绿、景美常态化，
让龙洞河成为富民增收的‘幸福河’。”
兴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昔书说，社
区将做好基础设施和环境维护、巩固
工作，让广大群众享受环境改变带来
的红利。

本报记者李铁成通讯员骆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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