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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山南市畜牧养殖业废水处理设备简介
普瑞达YTH

公司名称 潍坊普瑞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18000.00/台

规格参数 品牌:普瑞达环保
型号:PRDYTH
产地:山东潍坊

公司地址 潍坊市潍城区东风街西首500米厂房

联系电话  18366561103

产品详情

山南市畜牧养殖业废水处理设备简介   普瑞达YTH

（一）影响分析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属于环境公益性项目，工程建设的目标是种养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循

环利用，通过该项目建设，可实现项目建设区域内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安全还田利用，所采

取的工程技术是国家鼓励技术，工程建设内容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通过该类项目的实施，年处理利

用2600万吨畜禽粪便、30000万吨废水、3600万吨农作物秸秆。通过养殖场粪污的还田利用减排COD约10

30万吨，TN约95万吨，TP约15万吨。

该规划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为区域化肥“零增长”、有效控制区域内畜禽养殖导致的水环境污染、空

气环境污染风险，提升农田土壤质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实现项目建设

区域内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产地环境安全。



（二）应对措施

在规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对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的建设过

程中，可通过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全程环境监理等保障措施，减少施工过程对环境的污染。

在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能会发生种养业废弃物转运遗撒、恶臭气体散发、水污染物违规排放等环境问题

，可采取委托公司运营、加强废弃物转运管理等措施，保障种养业废弃物处理利用工程的正常运行和废

弃物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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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通过规模化种养加一体示范、种养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示范等项目建设，开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工程建设

，实现了“种养结合、废物循环再生、资源高效利用、生产清洁可控、区域种养业废弃物零排放和全消

纳”的目标，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项目的顺利实施

对区域内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为农户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且，项目的

建成对实现我国农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具有积极的意义。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有效缓解当地就业形势、同时，项目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服务业，“十三五”期间可带动

就业1000万人。

（二）生态效益

通过规划的实施，择优建成300个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县，示范县的种养业布局更加合理，作物秸秆、

畜禽粪便等种养业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理利用，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通过规划的实施，将新增畜禽粪便处理利用能力2600万吨，废水处理利用能力30000万吨，秸秆综合利用

能力3600万吨，示范县的畜禽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达到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每年可



减少7400万头生猪当量粪污排放，并实现还田利用，可替代化肥约340万吨。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紧扣本地实际，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等协调

，把加快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加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强大合力。各地以县为单元编制种养结合循环农

业建设规划，统筹县域内种养结构优化和种养业废弃物处理工作，整合各类相关建设资金，发挥资金聚

集效应，规范组织工程实施。

（二）保障投入力度

针对不同的建设内容，广泛采取多种投资方式。对于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利用的项目，加大中央预算

内投资力度。对于有机肥深加工等能够落实产品出售机制的建设项目，在完善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配

套措施基础上，通过 PPP模式吸引社会主体参与建设与运营，优先考虑采用“先建后补”方式。

（三）完善建管机制

一是以县为单元，科学选配技术模式和建设重点，并向社会公开公示。严禁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等规定的禁养区域实施项目。二是实行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县级统筹申请、省级公开比选立项，

成熟一批组织实施一批。三是完善运营管理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化生产、市场化运营管理制度，

明确管护经费来源，建立网络监控平台，保障工程设施持续运行和长久发挥作用。四是积极探索政府主

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全程监管模式。

（四）完善配套政策

为促进种养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示范工程发挥长效作用，各级政府优先落实项目建设有关土池、水电等条



件。秸秆运输享受绿色通道政策。探索对沼气、秸秆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支持政策，实现与市场上其它

相互替代产品的平等竞争。加大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实施力度，重点对农户购买和施用有机肥给予

补贴。

（五）推进科技支撑

推动农业科技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加大生物燃料科技研发力度，探索生物液体燃料商业化有效途径；

实施生物基材料集群式科技示范工程，提升生物基材料产品在高分子材料市场中的替代料；突破新型饲

料、生物肥料和生物基料转化核心技术，探索多种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和商业化有效途径。推动信息技术

与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生产过程、生产管理、农产品流通的各环节相互融合，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和

物联网应用示范。积极推广简便实用的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技术，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六）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政策宣讲、技术业务培训等工作，提高基层和广大农村对工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激发改变生活现

状的内生动力。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各地引导农民投资投劳参与相关设施建设，积极营造广大

农民主动参与工程建设的良好氛围。

（七）强化监督考核

建立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申报评审与跟踪评估机制。组织专家对申报示范县方案进行评审，加

强审核把关，确保示范建设科学可行。建立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种养结合

示范县中期评估以及终期评估，实时跟踪项目进展，确保建设取得实效。（来源：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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