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政（2021）81 号

宋疃镇 2021 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淮北市 2021 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

有效防控秸秆、垃圾、荒草、落叶等废弃物露天焚烧行为（以

下简称“秸秆禁烧”），防治大气污染，进一步改善我镇空气

环境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淮北市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坚持疏堵结

合、以疏为主，以堵促疏，标本兼治，强化全年常态化管控，

扎实开展全年全面全域秸秆禁烧工作，严禁露天焚烧农作物

秸秆、垃圾、荒草、落叶等，严禁将农作物秸秆抛置于河道、



沟渠及水库塘坝等水体中，持续提升我镇环境质量。

二、工作目标

全年全镇域秸秆禁烧，实现“零火点”目标。执行省政

府“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工作要求，确保不被生态环境部

及省卫星遥感通报，确保不发生因露天焚烧秸秆、沿河抛洒

秸秆等引起的环境污染，持续改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

三、主要任务

为全面控制农作物秸秆禁烧，实行全年全镇域禁烧。尤

其要突出做好夏、秋两季重点时段禁烧工作（夏季：5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秋季：9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坚持点位

布控、分片包干、轮班作业、全天驻守、派出流动哨等措施。

（一）强化网格监管。各村（居）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的禁烧工作机制，村（居）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要强

化部门联动和分工协作，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个人，做到“块

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

（二）开展重点时段全天候检查和非重点时段不间断巡

查。各村(居)在夏秋两季重点时段，组织力量，实行全天候

驻守、巡查和值班制度。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实行 24 小时

不间断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焚烧秸秆现象，确保“不

燃一把火”。冬春两季也要实施不间断巡查管控，加强离田

秸秆跟踪管理，确保离田秸秆及时收储至各堆放转运点，严



禁随意堆放在田边地头、输电线路周边，避免焚烧隐患，严

禁倾倒秸秆至河道沟渠，造成水体污染。

（三）强化秸秆离田。各村（居）为单位制定禁烧区秸

秆还田离田方案，明确秸秆离田的组织形式、具体承担单位

以及责任人，可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空闲场地设置必要的临

时收储场（点），确保农作物收获后，除需还田秸秆外，未

机收捡拾打捆和散落田间的秸秆得到及时清除。严格落实机

械收割留茬高度控制在 12 公分以内，秸秆粉碎长度控制在 8

公分。同时要对离田的秸秆后期处理做出安排，加强秸秆收

储场（点）规范化管理并及时转运，抓好荒草、垃圾等废弃

物禁烧管控；要创新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秸

秆禁烧监管效率；要加强秸秆收储体系建设，畅通离田秸秆

收储渠道，切实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四）强化帮扶服务。镇综禁办要积极应对天气变化，

健全禁烧预警及火情处置制度，及时发布应急预警，调度农

作物收割播种工作；要提前准备好秸秆还田机械，收获时必

须使用配备抛洒器的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对粉碎效果不好

的地块，主动利用拖拉机配套的二次还田机械开展秸秆还田

作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旋耕播种，妥善化解秸秆

禁烧与农民抢收抢种的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一组一会”等组织作用；

注重发挥各级“两代表一委员”表率作用，组织党员干部、



农村合作社、社会团体做好劳力缺乏、经济困难群众帮扶服

务，解决好抢收抢种时期秸秆清运离田问题，化解工作矛盾。

（五）强化督查巡查。镇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

督查巡查。对于卫星监测和省、市和区督查发现的火点，要

迅速调查处理并上报结果。在非农作物收割的防控时段，合

理安排巡查。对焚烧秸秆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始终保持秸秆禁烧高压态势。

(六)强化禁烧保证金措施。

1.给予村（居）经费支持。按要求继续对小麦、玉米、

油菜种植实行奖补，面积由镇经济发展中心核定，通过预拨

的方式，将 20 元/亩的奖补资金（其中省财政补助 10 元，

市与区财政各配套 5 元）及 10 元/亩和镇配套 15 元/亩的禁

烧工作经费予以拨付，将 10 元/亩的禁烧工作经费于 6 月 1

日前预拨至各村（居）。镇级财政对玉米种植不予补贴。设

置草场堆放点的村（居），按工作实际效果，于禁烧工作结

束后予以奖补。

2.镇财政列支（全年 200 万元）禁烧专项经费，用于宣

传、设备购置、办公耗材、误餐补助等有火点（根据国家卫

星火点通报和省、市巡查确认的火点）的村（居）《烈山区

秸秆禁烧考核办法》执行；对完成全年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的

村（居）、可以全额返还禁烧保证金并等额奖励。

（七）强化考核问责。镇综禁办按照《烈山区秸秆禁烧



工作考核办法》对各村（居）、进行考核，对工作成效突出

的予以表扬，对发生全区“第一把火”或焚烧引发严重污染

事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对全镇第一把火的处理。在重点时段（5 月 20 日—7

月 20 日，9 月 20 日—11 月 20 日）被国家卫星火点通报或

者中央、省环保督察组通报的村（居），在扣除镇、村工作

组全部保证金的基础上，村（居）的主要负责人予以停职停

薪，分管秸秆禁烧工作的视情况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对包组

（地块）的村干部予以撤职（免职）或停职停薪；对镇包村

（居）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在其他

时段被国家卫星火点通报或者中央、省环保督察组通报的村

（居），扣除该村（居）主要负责人全年 50%的保证金，取消

1:1 比例奖励。

2.对再出现火点的处理。在重点时段（5 月 20 日—7 月

20 日，9 月 20 日—11 月 20 日）被国家卫星火点通报或者中

央、省环保督察组通报的村（居），扣除村、镇工作组 50%

保证金。对其他时段被国家卫星火点通报或者中央、省环保

督察组通报的村（居），扣除该村（居）全年 20%的保证金。

3.对被第三方发现火点的处理。每个火点扣除该村（居）

主要责任人及村（居）分管禁烧责任人 20%禁烧保证金，扣

除该包保片区责任人 50%禁烧保证金，在重点时段（5 月 20

日—7 月 20 日，9 月 20 日—11 月 20 日）扣除镇禁烧工作组



5%的禁烧工作经费。

4.对报送材料不全或虚假材料的未能及时核销异常火

点的环保网格员扣除 10%的保证金，并视情追究现场核查人

和审核人责任（今年机械失火、堆场失火及上坟失火引起的

焚烧火点市级不予核销）。对失火面积过大，火点较多的村

（居）主要责任人予以停职停薪或免职。

5.对全年零火点（含第三方发现的）且“六净”工作落

实到位的村（居），给予有关人员保证金 1:1 比例的奖励，

并对年底“奖勤罚懒”评比环保工作项综合考核成绩加 10

分。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全镇秸秆禁烧工作由镇党委镇政

府统一领导，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生态环境工作站，负责协调调度。

（二）强化宣传发动。各村（居）、要充分利用标语、

横幅、广播电视、微信等多种手段，广泛发动、统一思想，

确保禁烧政策的宣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尤其是拘留、罚

款等政策，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各村（居）可通过

多种形式，切实提高群众禁烧意识，以思想自觉带动行动自

觉，形成不能烧、不敢烧、不愿烧、不烧也能种，并主动防

止被烧的良好局面。形成浓厚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

（三）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履职到位。各村（居）、是



辖区秸秆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镇党委、镇政府

秸秆禁烧工作方案的要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在夏秋重点

时段要组织力量，按照“空间覆盖无空白，责任落实无盲点，

监督管理无缝隙”的要求，实行全天候驻守、巡查和值班制

度，建立以村（居）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与大气

微观监测站点网格员监管结合起来，切实将监管责任落实到

具体单位和个人。及时发现并制止焚烧秸秆现象，确保“不

燃一把火”。

加强收割、还田、收储、播种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实行

跟机监控，逐田验收，由镇、村安排人员跟踪作业，做到“一

机一人”全程监控。确保做到收割一块，及时还田或离田一

块，彻底消除焚烧隐患。村（居）要在每个包保值守点设立

立一块公示牌，标明村（社区）名、包保面积、秸秆利用方

式以及区、镇（街道）、村（社区）包保人员姓名、联系方

式，实现禁烧工作精细化。每个包保单元不超过 1000 亩，

值守巡查人员配备必要的巡查车辆，铁锨、扫帚、手电筒等

灭火巡查工具。

根据省、市大气办发布的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依据《淮

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防控措施，确保不发

生因焚烧秸秆引发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

（四）突出关键环节，扎实做好“四盯”工作。各村（居）

要抓好关键环节，夏秋重点时段做好“四盯”工作，即“盯



机、盯人、盯田块、盯重点时段”。一是盯机。加强对农机

手的管理，要求农机手缴纳作业保证金。从机械进田开始直

至作业离开；在秸秆还田地块，盯住还田机械和收割机对接，

确保收割后及时还田。二是盯田块。确保收割一块、灭茬一

块、旋耕一块，有条件的地方播种一块，实现即收、即灭、

即种，不留焚烧隐患的空茬田块。同时，每个田块都要有责

任人巡查或看管，发现焚烧，及时处理。三是盯人。盯住过

去有焚烧行为的人，盯住智力障碍者等特殊人群，采取措施，

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四是盯重点时段。盯住收割后的中午、

傍晚、上半夜及下雨前等几个易发生焚烧的时段，特别盯住

重点时段秋季易露天焚烧垃圾、树叶、杂草等习俗，发现焚

烧现象，快速处理。

（五）加强农机保障，强化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指导。

镇经济发展中心要结合实际制定全镇秸秆综合利用方案，加

强技术指导，统筹农机调配。各村（居）要鼓励农户和农机

合作社购买农机，确保足量配置农机，提升我镇农业机械装

备水平。要切实做好辖区内大型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播种机、

旋耕机、灭茬机和打捆机等农业机械的摸底统计工作，并制

定农机应急预案，成立农机应急分队，确保各村（居）及时

收、种。及时落实好机械与地块对接工作。加强对农机手的

教育管理，分别签订责任书，统一进行调配使用，强化农机

消防措施，严防农机“自燃”事件发生。落实干部包机械、



机械包地块的包保责任，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种、

禁一体化作业。

（六）强化秸秆收储（堆放）点建设、管理。结合实际，

村（居）可设置必要的临时收储（堆放）点，收储（堆放）

点必须要有围墙，高度不低于 2 米，加装大门和监控摄像，

必须配有防火安全牌和禁止吸烟警示牌，必须配有 3 名以上

看护人员并 24 小时值守，秸秆收储（堆放）应靠近水源，

配有喷灌机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堆垛高度不超过 8 米，宽

度不超过 12 米，堆垛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小于 6 米，秸秆水

分不超过 25%，达不到要求的必须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必须

取缔，取缔产生的费用由设置收储（堆放）点的村（居）承

担，对临时收储场（点）秸秆，要限期予以及时清运。除需

还田秸秆外，未机收捡拾打捆和散落田间的秸秆要及时清除。

严禁在田间、地头、沟渠、河道、路边、树下等处堆放秸秆，

确保秸秆“集中存，不焚烧”。

（七）严肃工作纪律。各级各类巡查、包保人员要认真

遵守相关工作纪律要求和廉政规定，认真履行包保巡查职责，

发现违反者，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巡查包保不力，或

未及时报告火点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信息报送。各村（居）要于 5 月 25 日前，将禁

烧方案、包保方案、包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报区禁烧办，

实行禁烧重点时段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各村（居）、



每天下午 4:20 前将当日禁烧工作进度以电子版（或书面材

料）反馈到镇综禁办。

宋疃镇人民政府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