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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杭州市人民政府农村能源办公室（杭州市能源环

境技术研究所）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推广能源技术，保护农业环境。农村可再生能源

技术推广 农村常规能源技术推广 农村能源技术

标准与技术规范制定 农业环境保护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 竺强 

开办资金 20.07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

办公室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412.2 22.51 

网上名称 杭州市人民政府农村能源办公 从业人数 13 



 

 

室.公益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我单位于 2017 年按照相关规定调整了固定资产，按《实施细则》

规定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办理了变更开办资金登记。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17 年度，我办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各项工作，

现将一年来履职情况公示如下：  

一、2017年主要工作  

（一）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年初，围绕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我办迅速制定并下发了《2017 年杭州市农村能源主

要工作要点》，明确了全年度的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对各项目标任务分解落实

至各区、县（市），明确责任分工，加强过程指导，狠抓落实，确保了年度目标任务的圆

满完成。 

1、沼液消纳利用量。今年省农业厅下达给杭州市的沼液消纳利用量为 181 万吨，占全省

总任务量的 23%。一年来，我办通过加强与农业局、畜牧部门的沟通和合作，明确推进沼

液利用工作的分工和职责，努力形成齐抓共管、通力合作的工作氛围；切实做好《沼液综

合利用技术导则》的宣传贯彻和组织实施，加快推进沼液就地就近消纳、异地配送等多途

径利用，截至 12 月中旬，全市推进沼液消纳利用量 183.85万吨，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的

101.6%。 

2、农村清洁能源利用。大力推进沼气、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农村生活

中的应用，实现种养结合、物质能量循环利用，通过示范带动，促进了面上工作的推广，

不断提高了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至 2017 年 12 月，全年新增了太阳能热利用面积

5.615 万平方米，年可开发利用沼气量 631.91 万立方米，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达到

了 84.06%，比目标任务提高了 0.06%。 

3、农村能源示范点建设。2017年全市合计新建了沼液资源化综合利用示范点和农村能源

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示范点共 14 个，其中淳安县汾口强龙茶厂和桐庐艺海农业开发公司作

为全省沼液资源化综合利用示范点；淳安千岛湖泽祥实业有限公司和临安马啸村太阳能光

伏发电作为全省农村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示范点，目前基本完成各个示范点的建设工

作 。 

4、信息宣传工作。在市级和各区县（市）层面上，组织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

和宣传活动，全年共开展培训宣传会议和活动 28次，直接培训人次 1000余人；积极开展

信息采集，报送发布重点、亮点和特色工作进展动态信息 100余条，其中省办录用 69条，

完成下达目标任务的 230%。 

 （二）主要工作成效与亮点 

一年来，我办在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市农办等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以技术指导为基

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创建示范为抓手，以保障安全为重点，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扎

实地推进农村能源的各项工作，形成了五项特色亮点工作。 

1、技术指导卓有成效。 

我办作为技术推广部门，在“五水共治”、“五气共治”、 “美丽乡村”、“绿色农业行动”

等工作中，积极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深入一线、深入田间，对存在的技术问题难题献言献

策，为各项中心工作的顺利推进较好地发挥了技术指导作用。 

在沼液资源化利用方面，年初，根据各地的养殖量、消纳地分布及已建设利用情况科学地

进行了任务分解。配合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在不同的养殖方式、不同的季节中在富阳、

临安、余杭等地认真做好沼液取样、及时送样，为沼液成分的检测做好基础工作；在养猪

大户、种植大户之间，根据实际建立了“运输转移”或“管道转移”的沼液资源化利用模

式，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并保护了生态环境。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继续履行好生活污水技术指导组职能，参加了市农办、市建委

组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检查、考核、年终督查等工作，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指导，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了相关部门，获得了认可和好评。 

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参加了 2016 年度设备情况调研工作，汇总了书面调研情况报

告；参加 2017 年度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检查工作，对萧山区、

富阳区、建德市、桐庐县等地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站点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

场指导；11-12月配合省市有关部门开展年终督查工作。 

在农村光伏扶贫工作方面，今年市农办扶贫资金共安排了 18 个光伏扶贫项目，预计可建

设光伏电站规模约 2400千瓦。项目推进中，我办切实增强服务的主动性，创新服务手段，

一是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服务，在项目选址、备案审批、电力并网、招投标文件咨询、扶

贫协议等各方面做好技术和咨询服务；二是加强与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工作，在项目备案

审批环节做好与发改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与市光伏协会、可再生能源协会积极协调光

伏专家进行项目指导等工作。  

在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方面，当前，我市正处于“后峰会、前亚运”的历史机遇期，对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萧山、富阳、余杭等地区，除就

地还田技术外，指导主推三大技术途径缓解农村秸秆禁烧压力：一是清洁可饲用的秸秆制

成优质湖羊饲料，二是干燥有燃烧价值的秸秆成为生物质颗粒燃料，三是腐败低燃烧值的

秸秆作为有机肥辅料。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服务方面，我办作为杭州市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的监事单位，认真地履

行协会工作的同时，积极地为太阳能、生物质能、地温能等领域的企事业单位提供政策和

咨询服务。 

2、技术创新长足进步。 

一直以来，我办都非常重视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围绕省市重点工作和急需解决的难题和问

题，通过“合作引进”加“自主研究”齐头并进的方式，不断加大对农村能源新技术、新

产品的科研攻关力度，一年来，在技术提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着重调研。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整乡镇试点工作是近两年推进美丽乡村工作的重

点内容，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办开展了“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资源化处

理设施运行现状研究与分析”，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现状、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运行状况以及农村生活垃圾垃圾资源化产品质量等方面内容进行全方位的调研，为政府

部门制定相应的治理方案与解决对策提供科学依据。由我办撰写的《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调查报告》先后获得了全省农办（农研中心）系统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和杭州市党政

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优胜奖。 

（2）制定标准。 

为给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推进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评价规则，巩固和提高治理成果，我

办在去年编制《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的基础上，今年起草编制了杭州市地

方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管理规范》。现已作为杭州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

准号为 DB 3301/T 0209—2017。 

（3）开展研究。 

今年同时开展了市科委农业科研攻关项目“畜禽养殖污染在线监管系统的研究与示范”和

自主研究项目“垃圾中转站渗滤液高效脱氮除碳成套化设备技术研究与示范”和“畜禽养

殖废水新型同步脱氮除碳处理工艺智能控制系统开发”等项目研究，不断加大对农村能源

新技术、新产品的科研攻关力度，为下一步的技术推广工作积累坚定的理论基础。 

（4）加强合作。 

为拓展和提高太阳能利用的途径和效率，我办联合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

位，合作申报了杭州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基于因地制宜发展农光互补技术的研究与成果



 

 

推广》，以期通过技术合作上的“取长补短”，探索太阳能利用与设施农业有效结合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目前，该项目已通过了市科委的项目答辩会。 

3、示范项目效益凸显。 

2017 年，我办继续推进了农林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实施，新立项实施了淳安临岐

镇、建德乾潭镇两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在项目实施中，做到事先调研排摸、建立项目库；

积极下基层，利用技术优势，对建设内容进行技术指导把握项目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难点

问题、技术瓶颈等进行解决或反馈。目前两个项目新增农作物秸秆收集利用量 6000余吨，

制取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13800 吨，建设农作物秸秆收购点 2 处，配备秸秆收集加工机

械设备 12套。 

同时认真做好了 2016年 5个示范项目的总结、审核工作。其中在余杭塘栖镇、富阳新登

镇、临安於潜镇实施的三个沼液资源化利用项目合计新建沼液池约 3500 立方，年综合利

用沼液 7.6万吨，农民增收 139.4万元，在建德大洋镇、富阳新登镇实施的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年利用秸秆 6500余吨,促进农户增收 85万元。 

农林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的实施提升了沼液储存利用能力和农作物秸秆的消纳

能力，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有效带动周边乡镇的资源化利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安全管理紧抓不懈。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是关乎农村社会安定和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农村沼气安全生产

管理与指导一直是我办工作的重中之重，紧抓不懈。 

（1）落实责任、建立制度。 

我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强化落实沼气工程业主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明确告知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将责任细化落实到人，指导和帮助落实各项安全防范

措施。同时，我办及时与安监、畜牧等部门对接，共同推进农村沼气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年初，我办制订了《2017年杭州市农村沼气安全生产技术指导工作方案》并下发至各区、

县（市），明确了年度沼气安全生产管理指导工作的重点和要求，建立了安全巡查制度。 

（2）迅速响应、全面排查。 

在 2月和 8月，在“天台特大火灾案”和“三墩古墩路店铺爆炸事故”发生后，我办迅速

响应，立即布置农村沼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

故发生。 

今年，多次开展了全市范围的“大排查、大整改、保安全”工作，重点检查沼气工程项目

的安全生产制度制定执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安全警示标志设立、

消防设施配备及防高温应对措施等，合计实地查看养殖场沼气工程 355处，提出整改意见

281 条，其中市县两级共同抽查 81 处，提出整改意见 103 条。每次检查后，又对发现的

问题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回头看”，督促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确保无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 

（3）分类指导、重点监管. 

针对沼气工程在不同季节、不同使用阶段的安全管理要求，分类进行指导安全运维工作。

当前我市共有存量黑膜沼气工程 15处，30.7万立方米，其中最大的单体黑膜沼气工程达

3.5万立方米。黑膜沼气工程隐患大、风险高， 4月我办专门下达了《关于加强“黑膜沼

气”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重点加强了对黑膜沼气工程的监管力度，并加大了对黑膜沼

气工程的巡查次数。 

（4）扩大宣传、加强培训。 

多途径地开展沼气安全运维、沼气安全使用、灾害天气减灾防灾措施等技术的培训和宣传，

向沼气用户发放了“沼气安全使用宣传挂图”、“沼气安全使用十须知”和“农村户用沼气



 

 

池使用手册”等资料共 1000 多份。7 月，在富阳举办了一期全市沼气安全生产培训班，

各地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业主、管理人员 130余人参加了培训。  

5、真情服务凝聚力量。 

自今年 3月始，杭州“百千万”蹲点调研活动在全市全面铺开，我办积极参与了市农办统

一安排的蹲点调研活动，并将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的蹲点活动

精神贯穿到全年度的工作中，注重提高自身服务“三农”的水平和能力，多下乡、勤下乡，

主动真情服务，持续跟进服务，运用专业技术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

在沼气安全生产检查过程中，受指导养殖户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不配合指导”到“配合指

导”再到“欢迎指导”转变，为我办凝聚了厚实的群众力量。 

二、2018年工作打算 

2018 年我办的工作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把握“一个”思路，即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发展理念，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加强农林牧废

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农村清洁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农村环境整治为重点；着力“两项”支

撑，即技术提升和项目示范；强化“三大”结合，即将农村能源生态建设融入打造美丽乡

村、消除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行动和三产融合等各项农业农村中心工作中，努力打造一批

示范试点项目，构建新形势下全市农村能源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成为推动杭州乡村振兴的

一个重要着力点。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1、受奖罚情况：2017 年 12 月被浙江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公室评

为 2017 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先进集体。  

2、有关评估情况：无。 

3、涉及诉讼情况：无。 

4、社会投诉情况：无。 

 

接受 
捐赠 
资助 
及其 
使用 
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