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池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池大气办〔2019〕11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 
 

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

发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 

为切实做好我市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杜绝秸秆露天焚烧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空气质量恶化，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

城乡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秸秆禁烧工作的重要意义 

2018 年，我市 PM2.5平均浓度为 43.4μg/m
3
，2019 年，我市

PM2.5 浓度年度控制目标为 40μg/m
3
，如果秸秆禁烧工作再不抓

好，将会严重影响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实现。2018 年，省

第二环境环保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指出我市“秸秆禁烧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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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市各地秸秆禁烧宣传标语多，焚烧火点更多。”，加上环保

部、国家气象卫星对各地秸秆焚烧行为实施不间断地遥感监测，

省大气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督查，当前秸秆禁烧形势十分严峻。

2018 年，省级督查发现火点 2个、市级督查发现火点 31 个、火

粪 7个。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工作

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加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打赢秸

秆禁烧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2019 年，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秸秆禁烧，突出抓好重点

区域禁烧工作，确保不发生秸秆焚烧的现象，实现卫星遥感零火

点、省级督查零火点。非重点区域每百万亩农作物种植面积火点

数（含烧火粪）不得超过 6个（具体目标：贵池区、东至县不超

过 5个、青阳县不超过 3个、石台县不超过 1个、九华山风景区、

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零火点”）。 

禁烧重点区域：城市建成区（含县城）周围 10 公里，九华

山机场为中心 15 公里为半径的地区，池州境内沪渝高速、京台

高速、济广高速公路两侧各 5公里，池州境内铜九铁路两侧各 2

公里，池州境内 G318、G206 和 S325、S222、S321、S327、S103、

S219、S229、S221 等国省干线两侧各 1 公里，以及旅游景区、

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油库、粮库、林业和重要通信、

电力设施周围 1公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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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联动、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禁烧机制，各地党委、

政府对辖区内秸秆禁烧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

人，分管负责同志是具体责任人。要建立以乡镇（街道）为单位，

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网格化监管责任体系，实行秸秆

禁烧目标责任制，把任务分解落实到部门、乡镇和村组，责任到

人，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倒逼机制。 

（二）强化禁烧监管。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确定秸秆禁烧工

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或单位，强化主体责任，明确执法主体。要加

大巡查力度，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面向基层，层层压紧压

实，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对违反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枯

枝、落叶、杂草及生活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责

令改正，并进行处罚。各地要加大秸秆禁烧执法检查力度，及时

公开违法焚烧秸秆的相关信息，对因焚烧秸秆造成火灾、人员伤

害、交通事故的依法严肃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督查巡查。市政府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秸秆

禁烧督查组，由市级相关部门组成 2个督查小组，深入各地开展

不间断、全覆盖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专项督查。各县（区）、

九华山、开发区、平天湖及其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要层

层组建巡逻队，落实巡查人员。集中督查期间，乡镇（街道）、

村、组责任人要实行全时段、全区域、全天候驻守，加强日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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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现场检查，抓早抓小，严防“第一把火”。特别要加强特殊

人群的监护，防止此类人群焚烧秸秆。  

（四）推进综合利用。各地要坚持“疏堵结合”，按照市农

委的统一部署，多渠道、多形式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积

极培育农作物秸秆产业市场，支持鼓励发展秸秆收储运专合社和

加工利用企业。要抓好秸秆收储清运，做到收割一块、清收一块。

要在巩固和深化农作物秸秆粉碎还田、覆盖还田、堆沤还田等秸

秆还田利用的同时，大力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

料化和原料化综合利用。探索形成适合当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技

术模式和路线，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逐步实现秸秆综合利用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  

（五）强化资金考核清算。卫星遥感及省级督查每发现一个

焚烧火点，重点区域扣 5%省奖补资金，非重点区域扣 2%省奖补

资金；市级巡查每发现一个焚烧火点扣 1万元市奖补资金，每发

现一个烧火粪现象扣 1000 元市奖补资金，扣减形成的补助缺口

由县（区）政府、管委会全额承担。对于秸秆禁烧工作开展不力，

出现大面积秸秆焚烧现象，造成恶劣影响的地区，要扣减全部奖

补资金。 

（六）严格考核问责。市政府对各地秸秆禁烧工作实行严格

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考核内容。对重点区域出

现焚烧秸秆现象、奖补资金配套不落实的县（区）政府、管委会，

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对于我市发生“第一把火”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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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孙革新 

副组长：章  健 

戴卫东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江兴来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张时旺  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 

檀良元  市科技局副局长 

叶卫东  市公安局副局长 

汪申成  市财政局非税局局长 

白  平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苏传胜  市交通运输局副调研员 

黄  文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方文平  市林业局副局长 

吴贤学  市文化和旅游局总工程师 

卢文品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左宗国  市气象局副局长 

贺  涛  市消防支队防火处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戴卫东兼任办公室主任，白平、王德

方、汪申成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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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督查组人员及分组 

第一组： 

组  长：白  平   

副组长：王双喜 

成  员：杨燚航、吴  瑾 

第二组： 

组  长：黄  文 

副组长：景照华 

成  员：杨  军、汤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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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各地秸秆焚烧火点情况汇总表 

火点类别 
江南产业

集中区 
贵池区  东至县 石台县 青阳县

九华山 

风景区 
开发区 

平天湖

风景区

环保部 

卫星监测 

发现火点数 

0  0  0  0  0  0  0  0 

省级督查 

发现火点数 
0  2  0  0  0  0  0  0 

市级督查 

发现火点数 
0  15  13  0  1  1  0  1 

市级督查 

发现火粪数 
0  3  1  0  3  0  0  0 

 

 

 

 

 

抄送：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池州市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池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年3月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