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粪便打交道二十年
变粪为宝的大学教授刘克锋：

□本报记者 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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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问： 好好大学教授咋就和粪便打起了交道
■刘克锋淡淡地答： 习惯就好了
■他从研究垃圾分类到畜禽类污物处理， 一干就是20年

女， 1967年生， 丰台区丰台
街道公共文明引导员。

自2009年1月担任公共文明
引导员后， 她始终把乘客当成自
己的亲人， 热心服务。 她坚持三
年护送小学生圆圆上学、 坚持近
两年护送有尿毒症的王阿姨去医
院。 她还自制 “便利贴”， 热心
为乘客指路。 曾被评为北京市星
级公共文明引导员。

陈 红

女， 1977年生， 海关总署督
审司督察处主任科员。

她资助了两名吉林延吉贫困
学生， 还资助河北涿州高中生考
上大学； 她与4位爱心妈妈创建
了 “9958辰希救助计划”， 致力
于救助病残弃婴和疾病贫困儿
童。

史 侠

男， 1992年生， 北京经中太
联首源物业公司工程维修技术
员。

4月6日清晨， 正在天莲大厦
值班的他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在
盘查中为阻止对方逃跑被刺成重
伤， 经抢救脱离危险。 他曾制止
不法分子打砸广场车辆； 他义务
扫雪， 主动承担工作。

张凯旋

�男 ， 1959年生 ， 北京老兵
保洁服务中心经理。

他为居民疏通下水道 ； 他
为社区孤寡老人提供全天24小时
义务服务 ； 他数次志愿参加抢
险救灾 ， 冒着危险抢救人民生
命财产 ； 他为家乡父老送去生
活用品 ， 为学校捐书修路 ； 他
被称为 “新时代的时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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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忠

20年来， 刘克锋带领研究团
队扎根京郊大地 ， 研发了高效
率、 低成本、 易操作的高温堆肥
和干法厌氧发酵成套技术； 建立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集畜禽粪
便、 废水处理和粪污资源深度开
发利用为一体的成套设备工艺技
术体系。 将 “京郊养猪第一村”
变为 “北京最美的乡村”； 把牛
粪变宝， 让800亩牛养殖小区再
现青山绿水。

“粪便不同， 它所含的养分
就不同！ 你比如这猪粪、 牛粪、
羊粪、 鸡粪、 鸭粪， 面对不同的
粪便， 我们就要想办法研制不同
的菌剂。” 北京农学院的刘克锋
教授向记者介绍。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 刘教授时不时就扶一扶他
那厚厚的眼镜片儿。 1100度的高
度近视， 使得他一刻也离不开那
副因为戴久了边缘已磨掉色了的
眼镜。 很难想象这个说起话来声
音不大、 温和内敛， 典型知识分
子形象的男人， 20年来一直与各
类粪便打交道。 刘克锋与粪便的
“结缘 ”， 还要从1993年开始说
起。

那些与牛粪打交道的日子

说起与粪便 “结缘 ”， 今年
58岁的刘克锋坦白： “我原来是
研究土壤肥料的。” 1993年 ， 北
京市朝阳区环卫局找到他， 希望
刘克锋能帮助他们解决垃圾分类
和处理难题。 当时这个领域没人
愿意搞， 又累又臭。 刘克锋就带
着王红利 、 石爱平两位年轻教
师， 在垃圾堆里取样检测， 一蹲
就是一天。 “一回家老婆不让进
屋 ， 满身臭味 ， 洗也洗不掉 。”
然而， 正是刘克锋团队多年的研
究成果， 为北京市制定垃圾分类
标准提供了科学支撑。 刘克锋教
授也成为北京垃圾分类研究第一
人。 后来， 垃圾有了新的处理方
式， 刘克锋教授的垃圾分类研究
也划上了句号， 但是对有机肥的
研究却没有放弃， 而且一干就是
二十年。

2008年， 刚刚走马上任的大
柏老村党支部书记马永存就犯了
愁： 村里养了1万多头牛， 村民
虽然收入增加了， 但村里遍地的
牛粪怎么处理呢？ 更让人忧心的
是， 堆积的牛粪已经开始影响当
地的水质和土壤。 延庆县地处上
风上水， 若水质、 空气被牛粪污
染， 北京市的饮水和环境也将受
到严重影响。 当时正值北京农学
院与延庆县合作推出 “1+1+X”
科技培训工程， 马永存找到了刘
克锋。

谈起第一次来到大柏老村的
感受 ， 刘克锋依然印象深刻 ：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那天风大。
一进村， 只见漫天飞着黄色的粉
末， 远看还以为是尘土黄沙， 走
近了才发现是牛粪末。”

牛粪和猪粪的成分差别很
大， 生产有机肥时添加的菌剂、

发酵时的温度参数都需要重新摸
索和测试 。 回忆研究牛粪的过
程， 王红利老师笑称： “村里找
不到新鲜牛粪， 我们就拿着大铁
锹， 蹲在牛屁股后边等着， 眼巴
巴地等着牛排便， 好不容易接一
锹冒着热气的牛粪， 就得抓紧去
做实验。” 当年跟随刘克锋教授
读博士的王亮也参与这个项目，
由于整天待在牛粪堆里测各种数
据， 鞋子都沤烂了好几双。

如今走在村子里， 院落里 、
街道上再也看不到牛粪的踪迹，
驱车围着占地800亩的养殖小区
兜一圈 ， 几乎闻不到牛粪的臭

气， 青山绿水再现于这个依山傍
水的京郊秀美村落。

18年处理全村所有猪粪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顺义
区北郎中村。 这个村有 “京郊养
猪第一村” 之称， 如今这里花香
伴着草香 ， 鲜花盛开 ， 绿树环
抱， 小桥流水， 环境怡人。 谁能
想到， 十多年前， 这里到处堆满
了猪粪， 苍蝇满天飞， 污水到处
流。 1997年， 北郎中村村干部找
到刘克锋， 希望他能解决猪粪污
染及利用问题。

为了准确研究猪粪参数， 合
理配制菌种， 生产出优质高效的
有机肥， 刘克锋带领自己的研究
团队进驻了北郎中村， 这一进驻
就是18年。 18年来， 刘克锋团队
帮助北郎中村建起有机肥料厂，
攻克了猪粪变成有机肥的一个又
一个难题， 技术也越来越先进。
而这其中的辛苦， 也只有团队成
员知道。 为了测准一个参数， 他
们经常在猪粪堆里一蹲就是好几
个小时 ， 出来时 ， 一身臭味 。
“每次我从村里坐公交车回校 ，
司机见了我都说： 你上来一次，
我的车就臭好几天。” 刘克锋教
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哈哈大笑
起来。 刘教授所说的 “研究室”
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
里面堆满了半米高的猪粪， 又潮
又热。 研究人员要在这里面定期
测量猪粪里面各种成分的参数。
而要测准一个数据， 最少要在研
究室里呆上两个小时。

就是伴着半人高的粪堆， 刘
克锋和他的团队攻破了将猪粪转
化成有机肥的一个个难题， 不仅
处理了北郎中村所有的粪便， 还
帮助建起了肥料厂， 肥料又应用
到农田里， 实现了有效循环。 如
今， 北郎中村变成了 “北京最美
乡村”。

“好好的一个大学教授 ， 怎
么成天往粪堆里钻呢！” 面对这
样的问题， 北京农学院教授刘克
锋总是淡淡一笑 ： “习惯就好
了！” 从研究垃圾分类， 到研究
畜禽粪污处理， 刘克锋一干就是
20年。

社会效益远远高于经济效益

畜禽粪便污染是困扰世界环
境的一个难题， 光北京及周边地
区每年就产生超过10亿吨的畜禽
粪污。 令刘克锋团队引以为豪的
是， 20年来， 他们结合北京市养
殖特点 ， 先后攻克了猪 、 牛 、
羊、 鸡、 鸭等畜禽粪污技术处理
难关 ， 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 集畜禽粪便、 废水处理和粪
污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于一体的工
艺技术体系， 有效改善了农村环
境、 土壤和水系污染， 让畜禽养
殖业走上了循环农业的发展道
路。

“与国外相关技术相比 ， 我
们有什么优势 ？” 刘克锋坦言 ：
“国外一些技术真的挺好， 我们
也引进过， 但在中国水土不服，
价格太贵， 耗能太高。 我们研制
的技术和设备 ， 成本低 ， 能耗
少 ， 更适合本土化的养殖业需
求。” 目前， 刘克锋团队的研究
成果已在北京的顺义、 通州、 延
庆、 门头沟等地进行大范围的应
用与示范， 并被推广到内蒙古、
云南等几十个规模化养殖小区，
共生产高品质有机肥100多万吨，
总经济效益达20亿元 。 “我觉
得， 我们研究工作的社会效益远
远高于经济效益。” 刘克锋教授
如此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