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做好全镇秋冬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保障全镇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根据嘉祥县农作物秸秆禁

烧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嘉祥县 2022年秋冬季农作物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县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遵循“政府主导、属地

管理”原则，按照“以综合利用保禁烧、以禁烧促综合利用”

的思路，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面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各项措施，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我镇全年不发

生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

二、工作目标

在全镇范围内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确保“不燃一把

火、不冒一处烟、不被国家和省卫星遥感监测到一个火点”；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以上。2022年秋冬季秸秆

禁烧分为秋季重点时段和秋冬季攻坚时段（秋季重点时段：

9月 25日至 11月 5日；秋冬季攻坚时段：11月至 2023年 3

月底）。

三、工作措施

（一）严格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责任。按照“属地管

理、党政同责”原则，严格落实管区、村秸秆禁烧工作主体责



任。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秸秆禁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亲

自研究、部署、调度禁烧工作；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全

力以赴靠在禁烧一线。管区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

任是具体责任人，逐地块、逐户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措

施，确保不落一块地、不落一户。建立完善科级领导带班督

导、科级干部包保管区、管区干部包保村、村干部包组、组

干部包户的包保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齐抓共管、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措施落实

到位。

（二）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继续实行秸秆禁烧网格

化管理责任制，以管区、村为单位建立全覆盖、无死角的网

格化监管体制。重点时段，按照人均 100亩左右的标准，在

田间地头设立禁烧值守点，配备灭火应急设备，明确各网格

责任人，落实 24小时值守、巡查和监管。秸秆禁烧任务不

完成，人员不撤回。突出抓好对农作物集中连片种植区域的

管控，实行专人监管、定点巡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

的核心作用和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落实网格责任，

带领广大群众落实好各项禁烧与利用措施。

（三）建立秸秆禁烧边界联动机制。主动与相邻的镇（街）、

村之间建立秸秆禁烧联动机制，确保秸秆禁烧监管全覆盖、

无缝隙。联合制定预防秸秆露天焚烧的联动应急预案，在属

地管理的基础上，加强联合执法检查，确保不出现秸秆焚烧

现象。



（四）发挥好秸秆禁烧远程监控系统。设立秸秆禁烧远程

监控系统办公室，明确专人对监控平台实现 24小时监控值

班。建立火情预警、应急处置预案和队伍，一旦出现火情，

确保情况及时发现、信息及时传达、人员及时到位，将火情

控制在萌芽状态，做到技防、人防相结合，实现对露天焚烧

行为的实时高效管控。

（五）全面落实秸秆综合利用措施。一是大力推进秸秆机

械化还田。镇农机部门加大秸秆机械化还田力度，切碎抛洒、

玉米贴茬免耕播种等技术，秋季跟进土壤深耕、深松、旋耕

等整地措施，确保还田质量；二是镇畜牧部门大力发展秸秆

饲料化利用。支持规模化食草畜禽养殖场户（场、企业）积

极收购玉米秸秆，及时开展青贮作业，鼓励开展玉米带穗青

贮。大豆秸秆通过粉碎饲料化利用，实现过腹还田；三是大

力发展秸秆原料化利用。支持合作社和加工大户加大对玉米

等秸秆的收储、加工力度。

（六）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

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强有力的打击露天焚烧秸秆的专门班子。

一旦发生案情，在第一时间进入侦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对露天焚烧责任人给予经济行政处罚；涉及焚烧他人秸秆或

因焚烧秸秆烧伤烧死树木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

亡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从严、从重查处直至追究刑事

责任，保持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高压态势。

（七）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公开栏、广播、

微信等形式，大力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宣传报道



先进典型，曝光恶意焚烧行为，强化警示作用。采取出动宣

传车、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发放禁烧明白纸、在中小学开

展“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宣传到村到户，让秸秆禁烧政策措

施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营造全社会参与、全民动员的浓厚

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做好秸秆利用、杜

绝焚烧行为。加强对秸秆禁烧的群众监督，设立公开举报电

话，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并反馈查处情况。

（八）加强秸秆禁烧常规性监督管理工作。把禁止露天焚

烧秸秆工作作为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一项常规性工作

来抓，坚持常年对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开展不间断、全覆

盖的督导巡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全年不发生秸秆

焚烧现象。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调整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

领导小组力量，充分发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统筹协调机制

作用，按照硬抽人、抽硬人的要求，抽调骨干力量，建立强

有力的禁烧队伍，全力以赴抓好工作推进。成立主要领导任

组长的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专门的工作班子，

加强督考巡查，确保全年不发生秸秆焚烧现象。

（二）强化督导巡查。成立督导组，对辖区内秸秆禁烧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镇禁烧办在禁烧重点时段，建立报告制度

和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及时汇总、分析上报，为领导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镇配备两辆巡查车；各管区至少配备一辆巡查

车，用于秸秆禁烧工作巡查。



（三）严格责任追究。市县级已将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纳入大气环境质量综合考核和问责范围。发生露天

焚烧秸秆现象的管区、村，被中央和省市各级环保或省卫星

遥感监测检查发现通报的，依据《济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督查问责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管区、村相关人员进

行严肃问责；被市、县秸秆禁烧督导巡查组检查发现的，依

据市、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督查问责办法（试行）》等有

关规定对管区、村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