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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高户用沼气使用率的几点思考
孔氏乡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东北部，面积220平

方公里，辖21个行政村，共12340人，东边与河

北省赞皇县接壤，是昔阳县

的东大门。孔氏乡属典型的

山地丘陵地貌，山多坡陡沟

深，由于海拔较低，无霜期

长，水源充足，适宜多种农

作物生长，种植较多的农作

物有玉米、小麦、谷子等。

养殖业发达，气候冬暖夏

凉，缺乏煤炭资源，因此，

农户庭院建沼气，群众非常

欢迎。

一、户用沼气使用率下降的原因

“背靠青山不烧柴，阀门一打饭菜香”已成

为我乡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几年来，广大群众

通过大力实施沼气建设项目，已走出了一条家居

清洁、庭院经济高效、农业生产无公害化的生态

发展之路。他们利用沼气，既做饭，又照明，不

仅保护了环境、优化了产业结构，而且促进了村

民增收，美化、亮化了农村环境。

截至目前，我乡共建沼气池1000多个，2007

～2008年，老百姓反映产气效果比较好，但经过

几年的运行，沼气池大多年久失修，室内管道老

化，设备陈旧，存在很大安全隐患，需要很大一

部份费用来更新与维修。

在调查中发现，沼气池使用率低的首要原因

是自运行以来，连一次料也没加过，出料更无从

谈起，部份农户由于缺乏自我维护能力，又不愿

出钱请技工来维护沼气池，因此，造成了相当一

部份沼气池无法正常使用。

二是抽渣出料劳动强度大，农村劳动力缺

乏，农村留守人员大多为妇女儿童，他们无力维

持沼气正常使用。

三是沼气原料不足，买原料价格贵，农民无

力承担这些费用，导致沼气池弃用。近年来，农

村养殖模式由养殖散户向规模化方式转变，致使

一些庭园沼气原料缺乏，农户买1m3牛粪需花60

元，一个10m3沼气池正常

运行需要180元，如再加上

运费，价格更昂贵，农民为

方便起见，只好弃用沼气，

而用起了电磁炉或液化气。

四是农户缺乏沼气池日

常管理技术，不知道沼气池

应该勤进料，勤出料，有的

农户沼气池运行了多年，竟

没有进行过一次大换料，影

响了正常产气；还有的农户

由于不了解操作规程，大换

料时，不关闭阀门，导致净化器被烧坏。

五是有许多农户认为沼气只是做饭点灯，不

了解“三沼”综合利用的技术，沼渣、沼液乱排

乱放，导致沼渣、沼液二次污染环境。

六是沼气服务从业人员待遇无保障，工作无

经费，服务体系不健全，沼气运行中一旦出现毛

病，农户无法解决，只好停止使用。

七是我乡1000多个沼气池，技工数量存在

严重不足现象。再加上修沼气不挣钱，有许多技

工纷纷转行，外出打工，这样，尽管每年培训技

工，但培养出的新技工对沼气技术不熟悉，沼气

池不产气，没有实践经验，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维护能力差，造成沼气池病池严重。

二、提高户用沼气使用率的几点思考

1、广泛宣传动员，做到家喻户晓。

一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电视、网络进行广

泛宣传，制作一些宣传版面、利用群众集会等形

式，发放沼气宣传材料，沼气安全手册，发放沼

气安全挂图，真正让群众了解建设沼气的好处，

同时，还要组织群众到示范村进行观摩，用事实

和典型说服群众，通过宣传与观摩，让群众自觉

自愿地积极投身到建设沼气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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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沼气村级服务网点

建设

一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的专项资金项目

投入，用来购置专用设备，技工工资待遇，参照

村干部的工资标准给予适当补助。二要建立多元

化投入机制，加快服务网点建设。根据 “政府引

导、多元参与、方式多样”的原则，积极鼓励沼

气技工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创办协会、个

人承包、股份合作等多种服务模式，解决好网点

服务内容、服务人员的报酬、网点零配购进，网

点服务的收费等问题，以便为沼气用户提供满意

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3、加强技工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为了使沼气技工能达到一专多能，使他们既

能建造高质量的沼气池，又会维修沼气灶、沼气

灯、调控器等，建议省、市组织沼气培训班时，

应聘请沼气专家、生产沼气灶具、生产沼气灯具

等厂家的技术员前来授课，让他们讲解各种服务

设备的构造、性能、使用、保养、维护、维修等

知识，以便技工在服务时，能及时解决沼气户遇

到的实际问题。

同时，在开展沼气培训班时，我们要针对不

同文化层的沼气技工区别对待，分类培训，如：文

化水平偏低的农户，着重让他们掌握一些易学、易

记、易操作的短、平、快日常实用技术；对有知

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着重培训他们会管理、会建

造、能操作的专业知识；对一些实践经验丰富、建

池技术一流的老技工，可以尝试通过省级比武等途

径，破格颁发高级技工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总之，通过采取不同形式的沼

气技术培训，真正培养一支能打硬仗

的沼气建设队伍，培养一批懂技术、

会操作的农民技工，从而做到建池有

人指导，使用有人培训，维护有人服

务，让沼气池持久发挥效益。 

4、加大“三沼”综合利用示

范推广力度

 “一个10m3的沼气池，一年

可提供20t有机肥”，如果1000个沼

气池，一年就产生20000t有机肥。因此，我们要

大力推广“猪－沼－果”、“猪－沼－菜”农业

循环模式，开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综合利用技术，

有效地改善农村脏、乱、差现象，推动生态农业

良性发展，生产出更多安全、优质、无公害农产

品。

5、推广秸秆沼气技术，拓展沼气发酵原料

玉米秸秆2m3、猪粪3m3，白色塑料布一块、

沼液若干。将玉米秸秆粉碎成1～3cm, 猪粪与玉

米秸秆混合堆沤，将准备好的塑料布铺垫在堆沤

粪的底层，一层猪粪一层秸秆，每层以10～20cm

为宜进行堆沤，秸秆沤好后，取若干沼液，将其

秸秆泼湿，最后用塑料布覆盖继续发酵。随后将

发酵好的秸秆入池产气。此项技术为沼气发酵原

料短缺填补了空白，它可以就地取材，灵活方

便，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6、积极探索联户建池，集中供气模式

重点鼓励农村小庄园、大、中型养殖场，实

行一户建池，多户用气，实现由单户供气向集中

供气、联户供气延伸。

7、完善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沼气发展

加强沼气的管理服务是沼气能否正常使用的

重要环节，建议有关部门在现在服务体系、网点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村级服务网点体系建设，

增加投资，购置沼气检测仪、抽渣车、管件等设

备，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研究制定运作机制，使

技术人员愿意服务，沼气用户用得放心，用得舒

心，让沼气建设工程真正惠及千百万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