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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袁晓
岚 黄振）粉碎后就地进行发
酵，最短30天就可把废弃桃枝
变成“有机肥”！这两天，在阳
山水蜜桃核心产区——无锡市
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这一困
扰桃农多年的“老大难”宣告被

“破解”，从此将改写废弃桃枝
“不敢烧、没处扔、运费贵”的尴
尬命运。

阳山水蜜桃驰名中外，作
为阳山水蜜桃核心产区，无锡
市惠山区阳山镇如今的桃树种
植面积达2.2万亩。桃农每年
要定期对这些桃树进行两次大
修一次小修，每亩地修剪下来
的桃树多达四五百公斤。以往
桃农家中土灶居多，修剪下来
的桃枝多半进了炉灶。随着新
农村建设的加快，清洁能源逐
渐替代了柴火。这些“没人要”
的桃枝被随手丢弃在田间地
头，晾干后便“一把火”烧掉。

近几年，秸秆禁烧令下加
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推
进，桃枝既不能烧，也不能随便
扔了。尤其是2016年阳山桃
树出现枝枯病后，专家建议要
及时“清洁田园”，桃枝绝不能
再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了。为
找出路，两年前阳山镇建起了
废弃桃枝处理中心，对收运来
的枝条集中粉碎后运往外地作
燃料。由于枝条是“抛货”,运
费成本非常高，虽说区、镇两级
都有补贴，但仍有缺口。

能不能把桃枝变废为宝？
惠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负责人想到了洛社精细
化蔬菜园区的“神器”：由农业

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研发的“农村有机废物就近轻
简堆肥机械化技术及装置”。

“既然能把菜秸秆发酵变成有
机肥，树秸秆有何不可？”他很
快联系上了农业农村部南机所
废弃物发酵首席专家陈永生教
授。来锡把脉问诊后很快确定
了“解决路径”：桃枝粉碎后混
入商品有机肥（畜禽粪便）和秸
秆腐熟发酵菌，发酵过程中不
仅可灭杀枝枯病病菌，还能将
其变废为宝制成有机肥。

“老堆是第一个试点堆！”
在位于阳山镇桃源中路的阳山
水蜜桃现代科技示范园内，惠
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的余汉清研究员介绍说，

“老堆”是去年11月发酵成功
的。目前这个新堆是1月4日
发酵的，已经“有反应”了。

期间，“新堆”旁的增氧器
发出“嗡嗡嗡”的响声。“增氧
对好氧发酵来说很重要。”技
术人员提醒记者可以摸摸“新
堆”穿的“外衣”。尽管冬季身
处室外有些寒意，但用手摸上
去却“暖烘烘”的。“这是生物
发热产生的温度，目前达到了
65摄氏度左右！”她用手机查
阅监控系统后告诉记者，粉碎
后的桃枝添加菌种后，发酵中
就会“自发热”。按国家标准，
温度达55摄氏度以上就可以
灭杀病菌，自然降温到 30摄
氏度时便生成“优质有机肥”
可直接还田，补充氮磷钾等微
量元素。夏季气温高时，发酵
时间一般 30天就够了，冬季
则要50天左右。

当初“不敢烧、没处扔、运费贵” 如今就地粉碎发酵成有机肥还田

阳山水蜜桃废弃桃枝“变废为宝”

不过在专家看来，这种就地粉碎堆肥
还田的发酵模式目前更适合规模化桃园。
对于小散桃园来说，就地处理固然好，但一
台七八万元的粉碎机也是一笔不小的投
入。相比之下，由第三方购置移动粉碎机
并提供上门服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相比其他树枝，桃树相对要硬一些，且还
有很多细枝条。为了选到软硬、粗细“通吃”
的机型，足足等了4个多月。“大多数机器是吃
粗不吃细！”为选到合适的移动式粉碎机，惠
山区农业农村部门为此还专门开了粉碎机选
型试验会，最终锁定了常州一家拥有意大利
技术的企业，经试用粉碎效果不错。

在大阳山北面的一规模桃园内，这台
橙红色的粉碎机不停的“吃”着桃枝。只见
一捆捆桃枝喂进去，“吐”出来的全是被

“嚼”碎的细屑。提供粉碎服务的第三方负
责人告诉记者，50亩桃园12吨左右的枝

条当天就可以全部处理掉。这些粉碎后的
枝屑经统一收集后再集中堆肥发酵还田。

有好土才能种出好菜、结出好果子。
除了阳山水蜜桃桃枝废弃物外，目前玉祁
的稻麦废弃物、洛社的蔬菜废弃物等都已
实现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通过循环利
用，降低有害微生物，这是现代化农业大势
所趋。在废弃物发酵专家看来，将对有机
废弃物进行高效协同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转化生产出的有机肥、栽培基质和土壤
调理剂等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就地利用，推
动该区域农业绿色生产。在专家看来，作
为无锡蔬菜保供基地、阳山水蜜桃之乡，惠
山区的区域有机废弃物正向“零废弃”时代
迈进，不出区、不入河，达到资源回收，减少
了环境污染；又实现了化肥减量、城乡有机
循环，为长三角地区的有机废弃物处理利
用做出良好示范。 （黄振 袁晓岚/文、摄)

“桃枝等已成为‘幸福的烦恼。’”阳山
桃农吴晓波已种桃树多年，种植有几十亩
桃树。谈起冬季修剪下来的桃枝处理问
题，她丈夫刘先生表示，不单是水蜜桃为阳
山的特产，每年修剪下来的大量桃枝也是
阳山“一景”。

多年前，果农们很看重冬季剪下来的
桃枝，这些被剪下来的桃枝，大家都认真地
收集起来，然后再剪短成30厘米左右的统
一长度后打捆，放到自家的柴板房、或者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
这些桃枝立马变成宝贝被桃农拿到厨房
里，一亩地的桃枝可当做一年的柴火。

“但现在，这成了摆在村委和桃农面前
的一道难题。”近些年，土灶头逐渐退出农

村人的生活，家家户户用上了干净现代化
的煤气灶等清洁能源。在水蜜桃种植特色
小镇阳山镇，冯巷、前寺舍等村落已通了天
然气，村民率先住上了集体翻建的小别墅，
之前祖祖辈辈欢喜的桃枝柴火一下没了

“用武之地”。
阳山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金唯

新告诉记者，阳山目前大约有2.2万亩水蜜
桃，每年都要对桃树进行 3次以上的修
剪。 阳山镇政府也曾尝试着将部分枝条
运到外地去处理过，但高额的运输成本难
以负担。余汉清告诉记者，如果按照每亩
桃林修剪下来四五百公斤的桃枝计算，整
个惠山区有 3.5 万亩桃树，每年要产生
14000吨废弃桃枝。

“现在，修剪下来的桃枝几乎被大家认
作成‘农业垃圾’。”阳山镇桃源村村委主任
朱小伟告诉记者，修剪下来的桃枝如何处
理，着实让村委头痛。既不能让村民随意
丢弃在田间地头，又不能随意填埋和焚烧。

为此，两年前阳山镇建起了个废弃桃
枝处理中心。朱小伟告诉记者，起初该村
的桃枝也是集中统一运送到处理中心进
行处理的。“虽然处理中心的年处理能力
可到三至五千吨，但运行下来问题不少。”
该负责人表示，桃枝占空间，一亩地的桃
枝要跑多趟才能运完，增加了运输成本。
桃源村把桃枝送到7公里外的阳山镇住
基村的“镇桃枝处理中心”处理，一来一回

就是15公里左右，可结果算下来，一辆车
大约需要120元的运费，整个桃源村处理
掉一季的桃枝，需要高达 18 万元清理
费。朱晓伟感慨，尽管区、镇发放了补贴
资金，但高额的成本让他们感觉吃不消。
记者了解到，阳山镇目前14个村庄基本都
存在类似情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商议去年桃源
村率先投资60万左右，腾出空地在本村建
了一所300多平方米的“桃源村枯枝收集
处理中心”，并于去年10月试运行。然而，
能自建处理中心的村毕竟是少数。对于大
多数村来说，还得依托镇一级处理中心，但
高额的运输成本又是“迈不过去的坎”。

如何才能在灭掉枝枯病的同时，通过
就地处理避免长距离运输带来的高额处理
成本？为此，惠山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专
门申请了无锡市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这里有场地，拖拉机能开进来，可以
就地粉碎。”余汉清介绍说，为了找“试验
田”，区、镇两级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动了不
少脑筋，最终选在了阳山水蜜桃现代科技
示范园。从铺增氧管、粉碎、拌菌种……通
过微生物发酵菌剂，并辅以增氧，最终形成
有机肥成品。技术人员介绍说，发酵前20
天主要是为了灭杀病菌，完成废弃枝条的
无害化处理，但要变成有机肥成品还要继
续发酵。

记者注意到，尽管在发酵，但一点气味
都闻不到。据介绍，这是堆肥的“外衣”智流
膜在起作用。技术人员介绍说，这种微米级
膜可锁住水分和气味。即便是大夏天，发酵
产生的“味道”也很难跑出来。值得一提的
是，氮是肥料中重要的元素，膜内的水滴将
氮气溶解后沉积到有机肥中，起到“保氮”作
用，将养分尽可能多的保存。经检测，有机
质和氮磷钾成分都高于国家标准。

记者在阳山采访时，恰巧碰到来无锡
取经“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宿迁市宿城
区陈集镇有关领导一行，他们听说无锡解
决了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老大难”后，
专程赶到无锡“学习取经”。

每年3万多亩阳山水蜜桃的废弃枝条去哪了？
惠山区每年产生14000吨废弃桃枝

多种农业废弃物迈向“零废弃”时代

20天可灭杀病菌实现无害化处理

现状：集中粉碎外运作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