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质量 重品质 重服务

产品名称 重质量 重品质 重服务

公司名称 永康市双恒链条厂

价格 44.00/套

规格参数 用途:工农业
尺寸:100（mm）
品牌:双恒

公司地址 永康市龙山镇龙川村（永康市桑禾散热器有限公
司）南面旁边第一幢

联系电话 0086 0579 87478663 13858914477

产品详情

用途 工农业 尺寸 100（mm）
品牌 双恒 型号 420、428、428H、12A
适用车型 各种

银江村是全国农村沼气发展的一个缩影。“十一五”以来，中央累计投入农村沼气建设资金212亿元，在
中央投资带动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农村沼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和
新农村建设的一大亮点。

规模不断壮大 综合效益显著

井冈山市是全国农村沼气重点建设县市之一。走进黄坳乡石角村，山峰满目青翠，河流清澈见底。可在
过去，全村煮饭烧火全靠砍柴，水土流失严重。近10年来，石角村建起270余座沼气池，全村80%以上的
农户用上了沼气。沼气不仅改善了环境，还串起了群众增收的“金链条”。厦坪镇菖蒲村以农村沼气为
纽带，带动生态农庄发展，猪—沼—葡的生态模式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目前该村已建沼气池230
多个，种植葡萄近200亩，亩产600斤以上，每亩纯收入2万元以上。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6—2010年，全国共建设户用沼气2200多万户，其中中央投资建设的户用沼气
1200多万户。到2010年底，全国累计建成户用沼气超过4000万户，占全国适宜农户的33.3%，受益人口达1
.55亿人；大中型沼气工程累计建成5042处，养殖小区等小型沼气工程建设2万多处，秸秆沼气工程、校园
沼气等工程实现了“零”的突破。与此同时，沼气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全国沼气生产工达27万多名，各
类沼气生产和服务企业4000多个，实现年产值260多亿元。沼气建设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以来
，中央共投资20亿元，建设农村沼气乡村服务网点7.76万个、县级服务站50个，覆盖率达到75%。

一口沼气池能为农家带来多大的效益？农业部科教司司长白金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节能效益看，据测算，建造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一年可产沼气385立方米，可满足3—5口之家一年8



0%的生活燃料需求，每年可节约薪柴1．5吨或节煤1吨，节电100千瓦时左右，节约燃料费300元左右。

从经济效益看，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每年可为20亩耕地提供肥料，每亩节约农药、化肥支出100多元，
施用沼肥后的农产品产量增加，品质也能提升。在南方推广的“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户均年增
收3000元；北方推广“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从减排效益看，使用沼气的农户平均能省出1．5吨薪柴，相当于封育了3．5亩山林，保护了森林植被的
同时还可减少15公斤二氧化硫和2．7吨二氧化碳排放。

白金明介绍说，目前全国沼气年生产能力为160多亿立方米（约为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13%），折合2500
多万吨标准煤，可减排二氧化碳5000多万吨。农民使用沼渣沼液作有机肥料，可减少20%以上的化肥和农
药施用量。此外，户用沼气实现了庭院美化、厨房亮化、圈厕净化，大中型沼气工程则带动了农村面源
污染的治理，实现了养殖场畜禽粪污的“内循环、零排放”和向农民集中供气。

加大建设力度 发展“产业沼气”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十二五”期间，中央将进一步加大农村沼气投资力度，在现有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户用沼气补贴标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在继续支持户用沼气和小型沼气建设的同时，加大
向农户集中供气的大中型沼气工程支持力度，发展“产业沼气”，不断提高沼气发展的综合效益。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农业部将按照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总体要求，把农村沼气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工程，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促进农
村沼气发展上规模、上水平，让更多农民受益。将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同配合，
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中央补贴、地方配套和其他渠道资金，提高农村沼气建设质量和水平。在继续支持
户用沼气和小型沼气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向农民集中供气的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和秸秆沼气工程的
支持力度。

有关专家表示，当前沼气发展还面临一些难题，如服务网点服务跟不上，服务管理机制急需创新等。而
对实践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和做法，需要大力推广。延安市辰明沼气能源有限公司按照“市场运作、政府
扶持、建管结合、收费服务、肥气并举、循环发展”的服务模式，采取合同服务、减免收费、实行“三
包”等形式，积极开展户用沼气建设、旧池恢复利用等业务。目前公司与农户签订服务合同6550份，服
务覆盖行政村360个，服务农户扩大到1.1万余户。

“十二五”期间，农业部门将着力加强沼气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后续服务管理，建管用并举，确保沼气
综合利用效益的全面发挥。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研究建立对沼气科技投入的长效机制，围绕沼
气发展的技术瓶颈，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加快技术转化，全面推进沼气产业化；进一
步加强沼气国际合作交流，开展沼气工程终端补贴和先建后补改革试点，调动养殖场业主和社会资本投
入沼气工程的积极性，推动农村能源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沼气池上连种植业、下接养殖业，又美化环境，用沼气确实划算。”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
镇银江村，农民曹付昌告诉记者，改用沼气灶后，每年少用蜂窝煤1吨多，节约煤电开支近千元；用沼渣
、沼液代替化肥每亩节约大约85元的化肥、农药开支；特别是用沼渣追肥、沼液喷施的葡萄产量高、口
感好，特别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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