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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石农发〔2024〕66 号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石泉县 2024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现将《石泉县 2024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0 月 21 日

抄送：市农业农村局。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10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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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 2024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
实施方案

按照《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安康市 2024年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农发〔2024〕101号）及《安康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4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实施方案

的通知》（安农计财〔2024〕2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农业

生产及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基本情况

石泉县位于陕南秦巴山区，国土面积 1116.4平方公里，辖

11个乡镇，总人口约 18.05万。石泉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汉江穿境而过，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和独特的水岸风光，是陕西

省著名的生态旅游县，也是汉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的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农业资源也十分丰富，是陕西省重要的农

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石泉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主要种植水

稻、玉米、油菜、马铃薯、红薯、蔬菜、瓜果、烟草等作物，常

年作物地膜覆盖面积达 2.14余万亩，使用量 221.9吨。

1.县县域自然条件。石泉县位于陕南安康的西部，北依秦岭、

南枕巴山，地处秦巴腹地、汉水之滨。石泉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冬、春季雨量少，气候较温和，夏季气温较高，

秋季湿润多雨。东经 10°80′18″~108°28′42″、北纬 32°

45′57″~33°19′56″。年极端最高气温 41.4℃，年极端最低

气温－10.8℃，年平均气温 14．6℃，气温年较差 25℃，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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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日较差 10℃，年平均相对湿度 73%，年平均降水量 873.9mm，

最大冻土深度 8cm，无霜期 243天，日照百分率为 34%，空气相

对湿度 75%，温和多雨，无工业污染，空气清新，有机质含量高，

呈中性微酸性，具有良好的土壤环境。

2.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石泉县 2023年生产总值 98.85亿

元，同比增长 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65亿元，同比增

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47.57亿元，同比下降 1%；第三产业

增加值 39.63亿元，同比增长 4.8%。三次产业占GDP比重为 11.8：

48.1：40.1，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63.69

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的 64.4%，较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9.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投资增长 39.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8%，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8%（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 4.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7.4%。

3.县区位优势。石泉县位于陕南地区，北依秦岭、南枕巴山，

全境地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地和陕南

富硒资源核心区。石泉县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自然条件良好，

东、西、北为浅山丘陵，南面环山，境内海拔最高约 2008.9米，

最低 332.8米。主要山脉为凤凰山，地跨石泉、汉阴两县。中部

池河沿岸是石泉最宽阔的川道地带，交通便捷，十天高速、316

国道、安阳平关双线铁路穿境而过，可直达省城西安、汉中、安

康各市，构成半日经济圈。

4.县财政状况。石泉县 2023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4.32亿

元，同比下降 29.34%。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1941万元，占

年度调整预算 12000万元的 99.51%，同比增长 10.5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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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完成 9111万元，较上年减少 572万元，下降 5.9%，税

收占比 76.33%；非税收入完成 2826万元，非税占比 23.67%，

财政收入质量持续保持稳定。

5.县农业产业发展情况。石泉县 202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达到 88716万元，同比增长 3.7%。农业产值达到 46775万元，

同比增长 3.1%；林业产值 2950万元，同比增长 10.3%；牧业产

值 31093万元，同比增长 2.9%；渔业产值 3785万元，同比增长

4.3%；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4113 万元，同比增长

5.2%。

石泉县 2023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为 23.7万亩，下降 0.34%;

粮食产量为 6.18万吨，增长 3.34%;油料种植面积 9.3万亩，增长

2.31%，油料产量 1.43万吨，增长 2.88%；蔬菜种植面积 8.4万

亩，增长 2.94%，蔬菜产量 10万吨，增长 5.49%。全年生猪出

栏 11.8万头，比上年增长 6.18%；牛出栏 1.25万头，比上年增

长 10.62%；羊出栏 3.6万只，增长 11.11%；家禽出栏 88.6万羽，

增长 2.27%。

（二）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

1.使用情况。2023年石泉县 11个镇地膜覆盖总面积为 2.14

万亩，地膜使用总量 221.9吨。其中玉米覆膜面积 0.07万亩，占

总覆膜面积的 3.28%；马铃薯覆膜面积 0.42万亩，占总覆膜面积

的 19.63%；烤烟覆膜面积 0.76万亩，占总覆膜面积 35.51%；食

用菌覆膜面积 0.25万亩，占总覆膜面积 11.69%；蔬菜覆膜面积

0.21万亩，占覆膜面积 9.82%；其他占 20.07%。在使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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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6.3吨，占 0.03%；马铃薯 42吨，占 18.93%；烤烟 42吨，

占 18.93%；蔬菜 42吨，占 18.93%；其他占 21.28%。

2.回收情况。2023年石泉县废旧农膜回收 190.22吨，回收

率 85.72%。其中地膜回收量 119.67吨，占 87.03%；棚膜回收量

70.2吨，占 83.57%；其他膜回收量 0.35吨，占 87.5%。进行填

埋（主要是丢入垃圾桶）总量 169.29吨，占农膜回收总量的 89%；

在地膜回收后处理方式上，全部为人工捡拾。

3.残留量以及覆盖年限等。近年来，石泉县覆膜农地土壤均

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以前使用量大的局部地块亩均残膜量达

0.3～0.9公斤。大部分作物的覆盖年限一般都只是一季。

（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

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主要包括地膜生产、再利用企业数

量、生产能力，销售方式、销售网络等。石泉县辖区内没有地膜

生产及再利用企业，县内农资销售的企业和乡镇（街道）农资销

售网点都有农用地膜的销售。

二、基础条件

（一）县域内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

石泉县城关镇、池河镇已建有地膜回收网点，目前各镇尚未

建立比较成熟的地膜使用回收网点。仍有大量的废旧地膜还没有

充分得到回收再利用，群众把地膜从田间捡拾回来后，和生活垃

圾一并处理，甚至一烧了之，导致造成污染，因此亟待开展废旧

农膜回收。

（二）县域内地膜监测统计情况



—6—

1.通过大量宣传，标准地膜用量得到一定提升。经调查，种

植烤烟、粮食、蔬菜等使用的地膜厚度达 0.01mm及以上。在农

作物种植使用厚度 0.01mm及以上地膜占 98%以上，但施用厚度

0.015mm以上地膜，依然不足 30%，全生物降解地膜因为价格较

高，推广使用量很少，全县推广使用面积仅 600余亩，给回收工

作带来不利影响。

2.通过开展试验示范，减少覆膜栽培作物类型，在城关、饶

峰、池河、喜河等镇积极推广加厚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试验示范，

在饶峰镇蒲溪村开展全生物降解膜试验示范 300余亩，有效减少

了白色污染，对治理土壤白色污染，促进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三、实施必要性

（一）工作条件基础

1.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所具备的工作基础和条件。石泉

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有一定基础，县农业农村局在农业生产中

严格要求控制农田地膜残留总量，积极推广加厚地膜和生物降解

膜。要求单季农用地膜基本回收和基本再利用，在粮食、蔬菜、

烤烟等作物种植中积极示范推广厚度为 0.015mm的地膜，加大

废旧残膜清理回收力度。由于粮食作物覆膜时间长，回收率还不

太高，土壤地膜残留量大，严重污染土壤，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

发展。通过实施项目，可以引导农户在农作物生产中使用加厚高

强度地膜，科学使用地膜，从而提高农膜回收率。

2.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的工作基础和条件。石泉县大部分地

膜使用在粮食、蔬菜和烤烟上，普通地膜基本上 3个月左右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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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而且存在降解不彻底，特别是当季降解不彻底，施用成本高，

但近年来，通过在饶峰镇蒲溪村开展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示范全生

物降解地膜 300余亩，普遍反应施用效果较好，农户使用积极性

较高，有效解决了地膜回收问题。

（二）项目实施的紧迫性

地膜塑料属于高分子化合物，极难降解，降解过程中还会溶

出有毒物质。一是对土壤环境的危害，使土壤含水量下降，削弱

了耕地的抗旱能力，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等，残农膜影响土壤物

理性状，抑制作物生长发育，导致作物减产。二是由于回收残膜

的局限性，加上处理回收残膜不彻底，方法欠妥，部分清理出的

残膜弃于田边、地头，大风刮过后，残膜被吹至家前屋后、田间、

树梢、影响农村环境景观，造成“视觉污染”。三是对牲畜的危

害，地面露头的残膜与牧草收在一起，牛羊误吃残膜后，阻隔食

道影响消化，甚至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从地膜污染对环境和作

物产量产生的危害可以看出，石泉县地膜栽培农田中残留地膜量

比较大，防治地膜污染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有重要意义的工

作。

（三）项目实施解决的问题

1.提质节支增收。通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一方面

施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利于捡拾，节省劳力，清除了土壤中残留

地膜；二是推广全生物降解膜，提高了土壤畜水保墒能力，增强

了耕层的通透性，消除了烂种烂芽现象的发生，作物根系生长健

壮，减少了农药使用量，提升了肥料利用率，机械化作业标准大

幅提升，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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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化农业生态环境。通过项目实施，从源头上降低了农业

污染，对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和生态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

作用。该项目示范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地膜，围绕发展高产、优质、

高效、生态农业的目标，从地膜的使用、回收和再利用等环节入

手，总结一整套综合治理措施，使石泉县地膜回收率达到 85%

以上，逐步形成地膜污染防治长效机制，促进石泉县废旧地膜的

回收和再生利用，并带动全县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工作，有效防

治农业面源污染，从根本上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促进生态循

环农业健康发展。

3.节约回收成本。通过项目实施，大力推广高强度地膜和全

生物降解地膜，提高收膜作业效率，可极大地缓解残膜回收期劳

动力紧张局面，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劳动力，节约生产成

本。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带动石泉县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

动残膜回收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促推全县现代农业发展。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目标任务

2024年积极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建设，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通过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推动石

泉县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应用，促进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体系进一步健全。

（二）重点任务

2024年计划在全县推广 0.015mm及以上加厚高强度地膜和

全生物降解地膜面积 2.57万亩,建立县级废旧地膜回收示范站 1

个、废旧地膜回收网点 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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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推广。在全县 11个镇以点带面示范

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 2.46万亩，主要在马铃薯、蔬菜、玉米、

烤烟等作物上使用。

2.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应用推广。在全县 11个镇示范推广

全生物降解地膜 0.11万亩，主要在马铃薯、烤烟、玉米等作物

上使用。

3.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建立县、镇、村三级回收体

系，在全县建设县级废旧农膜回收示范站（城关镇）1个、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网点 13个，其中城关镇、池河镇建设 2个以上的

回收网点，其他各镇建设 1个以上的回收网点。各废旧地膜回收

利用网点（站）要按照“五有”（有回收场地、有明确标示标牌、

有专门人员、有回收设备、有台账）要求，抓好废旧地膜回收利

用体系建设。

4.强化废旧加厚高强度地膜回收补贴。全县 2.57万亩，预计

回收废旧地膜 142吨，每吨按 1000元补贴。

5.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回收等科普

宣传、科技培训。计划完成科普宣传 3000人次、科技培训 200

人次以上。

（三）技术路径

1.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示范，组织开

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加强技术指导。

（1）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使用 0.015mm及以上的加厚高

强度地膜，其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 GB13735

—2017国家标准中 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地膜使用一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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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不破碎，农民从地上回收方便、清理方便、清洗方便。并采

取示范抓点和辐射带动等方式进行推广，逐步培育形成以市场调

节为主的运行模式。

（2）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使用。采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能

满足农作物的生长要求，达到农作物生长要求的增温、保水、保

墒、保肥、除草等作用，使用后降解完全，不残留，降解彻底，

对土壤环境无毒无害。在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积极稳妥推广全

生物降解地膜，采取示范引领、以点带面等方式进行推广应用。

2.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农户捡拾→回收网点回收→

集中转运加工企业再利用。

（四）项目实施主体及方式

各镇负责本辖区内高强度地膜应用和全生物降解地膜项目

实施工作，按照目标任务完成项目面积落实、物资采购和回收网

点建立等工作。一是依托各村（社区）农业种植企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和集体经营组织，示范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

解地膜的应用，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抓好 2.57 万亩项目任务

的落实；二是各镇要按照“辐射乡村、布局合理、方便交售”的

原则，抓好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城关镇除建立 1 个县级

回收示范站外，还需同池河镇建设 2 个废旧地膜回收网点外，其

他各镇务必建设 1 个及 1 个以上回收网点，并与回收网点签订回

收协议，落实废旧农膜回收责任。三是各镇要切实抓好农膜回收

利用台账建设。要切实做到地膜采购数量与发放数量相符、地膜

使用数量与回收数量相符、回收数量与补贴资金相符，要安排专

人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与监督，加强档案管理，及时上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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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总结完善高强度地膜应用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示范推广

工作及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确保项目实施可查询、

可追溯。

（五）资金支付补助方式

该项目属中央财政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项目，各镇人民政

府为本项目实施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本辖区内的地膜科学使用回

收项目实施负全责。负责辖区内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资金使用

及项目资料管理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采取以奖代补形式据实将

资金拨付到各镇，由各镇直接发放到村（社区）农业种植企业、

合作社、种植大户和集体经营组织。

（六）回收主体

按照“销售与回收”相协调的基本要求，由各镇负责对辖区

内的废旧地膜回收工作，要按照补贴标准抓好回收补贴资金的落

实，明确地膜回收方主体和相关责任。

（七）资金预算

按照项目要求，各镇认真履行各自职责，负责本辖区内项目

实施面积落实、物资采购、项目监督管理、项目检查验收、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及数据资料上报等工作。该项目预算投入财政资金

80.7万元，按上级资金使用要求推广利用和回收环节的比例为 7

比 3，即:推广利用补贴总资金 56.7万元，回收环节补贴总资金

24万元。

1.在全县 11个镇建设 16个示范点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与回

收应用示范 2.46万亩，每亩补助 20.36元，共计资金 50.1万元。

主要用于地膜马铃薯、地膜玉米、地膜蔬菜和地膜烤烟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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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全县 11个镇示范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0.11万亩，每亩

补助 60元，共计资金 6.6万元。主要在马铃薯、烤烟、玉米等

作物上使用。

3.全县建设地膜回收网点 13个，每个补助 0.6万元；建设县

级废旧地膜回收示范站 1个，补助 2万元。共计补助 9.8万元。

4.推广应用地膜 2.46万亩预计回收地膜 142吨，每吨补贴

1000元，合计 14.2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

各镇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切实加强对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的重要性、紧

迫性，积极成立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项目技术指导小组和项

目验收小组，认真开展项目落实、协调和统筹指导，要分工明确、

落实责任、细化任务、加强监督管理。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与法制

股牵头负责，加强行政推动及工作跟踪督导，及时掌控任务落实、

资金使用、工作进度等情况。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切实做好地膜科

学使用与回收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工作。

（二）加强宣传动员，营造良好氛围

各镇要积极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粮油生产大户、农膜回收

网点，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宣传专栏、微信、短信、LED屏等

多种宣传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对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重要性、

补贴政策、回收标准及相关要求的宣传动员，努力营造社会广泛

关注、农民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资金监管，落实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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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强化资金使用与监管，资金使用方向和

支出范围严格按照方案内容执行，严格支出程序、完善支出手续，

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确保资金安全有效，项目建设取

得实效。

（四）严格督导检查，确保真实有效

切实加强对高强度加厚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的推广，以及废

旧残膜清理、回收、验收资料等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监督。要坚

持废旧残膜清理、回收、验收工作流程，切实抓好废旧残膜清理

回收的组织实施和回收质量关，积极组织种植农户，对使用地膜

后的地块土壤中残留地膜进行反复清理，努力减少废旧残膜存

量。各镇项目验收小组要采取实地现场验收和查看回收资料验收

的方式，现场验收重点是高强度加厚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的推广

使用及废旧残膜清除情况，回收资料验收重点抽查回收台账（废

旧地膜回收登记表、回收单据）。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可以提高产量，亩增加

收入 200元，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2.46万亩、全生物降解

地膜 0.11万亩，共增加 514万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建设，推广科学使用地膜，建立了农用地膜的销售、

使用、回收渠道，健全农膜的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提高了农膜

回收利用能力。增加了粮食、蔬菜、烤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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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效益

通过项目建设，推广科学使用地膜，提高废旧残膜清理回收

能力，减少土壤污染，保护农业土地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推进

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附件：1.石泉县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

2.石泉县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3.石泉县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项目废旧地膜回收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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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泉县 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

序号 项目 地点 补助内容
补助资金

（万元）

1 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

2.46万亩
全县 11个镇

建设 16个示范点，推广 2.46万亩加厚高强度地膜，

每亩补贴 20.36元，以奖代补资金 50.1万元。
50.1

2 生物可降解地膜 0.11万亩 全县 11个镇
推广 0.11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每亩补贴 60元，

补助 6.6万元。
6.6

3 建立地膜回收网点 13个 全县 11个镇
在石泉县建地膜回收网点建设 13个，每个补助

0.6万元。
7.8

4 建立县级废旧地膜回收

示范站 1个 城关镇
在城关镇建立县级废旧农膜回收示范站 1个，

补助 2万元。
2

5 地膜回收补贴 全县 11个镇 每吨补贴 1000元，预计 142吨，补助 14.2万元。 14.2

合计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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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泉县 2024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镇

项目

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面积 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面积 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建设 地膜回收补贴

各镇补

贴总

资金

（万

元）

备注建设内容 资金分配 建设内容

资金

（万元）

建设内容 资金分配 建设内容

100 亩以

上示范点

（个）

实施面积

（亩）

小计

（万元）

示范面积

（亩）

镇级回

收网点

（个）

县级废旧地

膜回收

示范站

小计

（万元）

地膜回收

(吨)

资金小计

（万元）

城关镇 2 3000 6.1 100 0.6 2 1 3.2 17.3 1.73 11.63
池河镇 2 3000 6.1 100 0.6 2 1.2 17.3 1.73 9.63
中池镇 2 2650 5.4 100 0.6 1 0.6 15.3 1.53 8.13
熨斗镇 1 2200 4.5 100 0.6 1 0.6 12.7 1.27 6.97
喜河镇 2 2650 5.4 100 0.6 1 0.6 15.3 1.53 8.13
后柳镇 1 1900 3.87 100 0.6 1 0.6 11 1.1 6.17
饶峰镇 2 3000 6.1 100 0.6 1 0.6 17.3 1.73 9.03
两河镇 1 2100 4.28 100 0.6 1 0.6 12.2 1.22 6.7

云雾山镇 1 1200 2.45 100 0.6 1 0.6 6.9 0.69 4.34
迎丰镇 1 1500 3.05 100 0.6 1 0.6 8.6 0.86 5.11
曾溪镇 1 1400 2.85 100 0.6 1 0.6 8.1 0.81 4.86
合 计 16 24600 50.1 1100 6.6 13 1 9.8 142 14.2 80.7



—17—

附件 3：

石泉县 2024 年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项目废旧地膜回收台账

镇 回收点（站）

序号 回收时间 交售人 地膜来源（村、组）
数量

（公斤）
签名 经手人 备注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