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 www.ehome.gov.cn

加快农村沼气社会化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我市农村沼气建设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广大农户的积极参与下，借助党的强农惠农富民

政策，经过近10年的大力发展，沼气用户已达40

多万户，近一半的农户用上了清洁能源，走向了

健康文明、清洁卫生的现代生活。那么，怎样保

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是广大沼气用户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加快农

村沼气社会化服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在。

一、存在问题

农村沼气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但随着农村沼气建设的快速发展，户用沼气池、

大中型沼气工程及其沼气用户大量增加，沼气池

的长期运行及其设施老化带来的问题日益显现，

沼气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出现三难（用户维修

难、沼气池出料难、配件供应难）、三低（沼气

池使用率低、“三沼”利用率低、新技术推广

率低）、三高（闲置率高、病池率高、废池率

高），这些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1、农村发展加快，沼气使用下降。随着新型

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发生了质的变化。村

民变市民、乡村变城镇、农村变社区，平房变楼

房，有的已建成入住用上了天然气，有的正在建

设或列入拟建计划，即使短期内不搬迁，农户也

不愿再投资新的沼气建设，而且对原建沼气池也

放松了管理，有的缺少原料停止使用，造成人财

物严重浪费。

2、养殖方式改变，户用沼气受限。畜禽养殖

原来由一家一户饲养，是户用沼气发酵原料的主

要来源，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畜禽养殖方式

发生了改变，大部分转向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小

区集中喂养，散养户越来越少，多数农户不在搞

养殖，户用沼气池发酵原料出现短缺，老池的继

续使用和新建沼气受到严重影响。

3、外出务工增多，沼气使用困难。为提高生

活增加收入，农民不在满足于一亩三分地，大量农

村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挣钱，留守村里的老幼妇孺

对沼气使用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用无料源，购料无

能力，导致花大力气建设起来的沼气池被闲置，有

的甚至报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经费投入不足，影响服务效果。在各级项

目支持下虽建了一些服务网点，但远不能满足用

户服务需求。地方不给配套，业主不愿出资，网

点发展慢且标准低，达不到“八个一、五有”的

要求。服务人员工资报酬不能解决，积极性得不

到发挥，有的甚至改行外出务工，服务效果大打

折扣。

5、沼气服务滞后，带来隐患增多。由于服

务体系建设滞后，服务方式单一，日常管理不到

位，故障维修不及时，配件供应跟不上，脱硫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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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较少进行再生和更换，导致安全隐患和事故苗

头不同程度存在，给安全发展和使用带来了严重

影响。

二、对策建议

为巩固农村沼气发展成果，避免沼气热“三

起三落”的发生，加快推进农村沼气社会化服务

刻不容缓。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建议：

1、正视面对困难，创新管理服务。针对新

型农村社区快速推进，畜禽养殖实行集中喂养，

户用池发酵原料短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沼

气池闲置停用增多，导致沼气使用率下降等一系

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各级农村能源部门

认真分析研究，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创新沼

气服务思路，积极探索服务模式，学习借鉴外地

经验，加快服务方式转变，按照政府引导、多元

发展、服务高效、建管并重的要求，以乡村服务

网点建设为重点，以县级服务能力建设为支撑，

以为农户提供优质、规范、高效、安全服务为宗

旨，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投入支持，推进机制创

新，提升服务能力，促进农村沼气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2、稳定服务队伍，典型引领服务。加快推进

农村沼气社会化服务，必须建立一支业务精良、

务实为民、作风过硬的服务队伍，首先要稳定人

员，把热心沼气工作，事业心强、能吃苦、肯奉

献、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员吸纳到服务

队伍中来，保障其基本收入，使能干的人养得

住，养住的人能做成事，调动其服务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其次要选好典型，选择采取全托服务模

式，服务用户多、收费合理、用户满意的服务网

点，作为当地示范典型进行推广，组织其他网点

学习借鉴，典型引路，以点带面，逐步实现沼气

服务全覆盖。

3、健全服务组织，实现就近服务。服务要以

方便用户为出发点，坚持“政府投入引导、多元参

与发展、运作方式多样”和“服务专业化、运作市

场化、管理物业化”的建设机制，健全服务组织，

形成市有沼气技术服务培训中心、县有服务站、乡

有服务部、村有服务点的沼气服务网络，因地制宜

地推广协会领办、个体承包、企业运营、股份合作

等多种经营模式，从为用户提供服务中获得效益，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服务做到有求必应，小问题

不出村、不过夜，实现就地就近处理，确保所建沼

气池都能持续发挥效益。

4、创新服务模式，推进全托服务。因地制

宜，重点推广“全托式”和建管用“一条龙”，

以及服务体系市场化运营等成功的服务模式。针

对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引导农户购买沼气服

务，在用户自愿的前提下，签订服务合同，缴纳

一定费用，提供进料、用气、维修、利用等全托

服务。为增加网点收入，开展综合服务，在农村

超市，不仅向农户推广供应沼具、配件、服务沼

气建设，也可以向农户提供农药、化肥、种子等

农资产品，既保证用户能够得到快捷有效服务，

又保证服务网点的效益和发展。

5、加大资金投入，配套完善服务。一是在项

目资金的安排上，要对集中连片、具备300—500

个沼气用户服务的能力，配套完善服务网点的硬件

和软件，促进集中管理和专业化服务；二是市、县

财政每年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贴服务网点进料

出料、故障维修等运行费用和人员工资；三是坚持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类社会主体投

资沼气服务体系建设，并在项目资金上给予适当倾

斜。在沼气服务上要在资金上扶持，设施上完善，

服务上配套，真正达到“八个一、五有”的要求，

满足所有沼气用户的服务需求。

6、建立长效机制，提供持久服务。一是要建

立服务体系固定资产信息档案、签订使用协议，

规范服务设备的管理和使用，严禁变卖、转让和

挪作他用，确保用于沼气服务；二是加强服务人

员维修维护等技能培训，一专多能多用，提高服

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三是要保证服务人员基

本收入不低于当地外出务工收入水平，保持服务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四是要加强对政府采购设

备、服务收费标准、配件供应价格的监管，制定

具体的管理办法；五是要完善考核体系，严格奖

惩措施。对各类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

等实施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结果，对考核情况较

差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对考核效果较好的要给予

表彰或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