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秸秆综合利用。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决定的有关责任处罚条款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决定的有关责任处罚条款
第二十二条 违 反 本 决 定 有 关 规

定，农业经营主体露天焚烧秸秆及树
叶 、荒 草 等 的 ，由 所 在 地 县 级 人 民 政
府 环 境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五百
元 以 下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尚 不 构 成 犯
罪 的 ，由 当 地 公 安 机 关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进 行 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 反 本 决 定 有 关 规

定，由于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采收
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等的处理不及
时致使他人露天焚烧的，由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有 焚 烧 当 事 人 的 ，
可以对焚烧当事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五 百 元 以 下 罚 款 ；没 有 焚 烧 当 事 人
的 ，由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承 担 责 任 ，可 以
对农业经营主体主要负责人处五百元
以 上 一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当地公安机关依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
进 行 处 罚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
烧 工 作 考 核 评 价 机 制 和 工 作 奖 惩 制
度，对于在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
焚烧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可以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对于工作不力，造成露天
焚烧秸秆且后果严重的，应当追究主
要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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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俊颖 段美）11
月 14 日至 18 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
法检查组，对全省贯彻实施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决定情况开
展了执法检查。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刚对执法检查情况进行了公布。

执法检查组分为三组，采取随机抽
查与各市普遍检查相结合、明察与暗访
相结合、执法检查组依法检查与及时督
促整改相结合、检查秸秆综合利用与禁
止露天焚烧相结合的方式，对各设区市
和定州、辛集市进行了检查。《河北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颁布实施以
来 ，各 级 政 府 及 相 关 部 门 广 泛 宣 传 引
导，强化政策支持，完善监管机制，强化
追究问责，严惩违法行为，秸秆综合利
用和禁止露天焚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

王刚介绍，我省采取了多项措施，
农 作 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通过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支持农民秸
秆粉碎还田、温室挖沟还田、堆沤还田
等腐熟技术，促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推
广带穗青贮、添加剂青贮和秸秆压块等
技术，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开展
沼气优化提升、秸秆能源化利用和农村
清洁能源集成示范工程，推进秸秆能源
化利用；利用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秸
秆作为基料，栽培双孢菇、金针菇等食
用菌，发展特色利用产业；鼓励发展以
秸秆为原料的人造板、工业纤维、造纸、
秸秆碳等产品，扶持秸秆原料化产业发
展。2017 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预计
达到 96%以上，较 2015 年、2016 年分别提
高 1 个和 0.4 个百分点。

为使焚烧秸秆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我省实施了网格化监管。今年 1 月至 11
月 20 日，核查确定国家卫星监测我省火
点 241 个 ，较 2016 年 减 少 34 个 。 建 立

“全面覆盖、网络清晰、分级管理、层级
负责、责任到人”网格化属地管理体制，
县乡村层层签订责任状，把禁烧责任落
实 到 每 一 个 村 庄 角 落 、每 一 块 田 间 地

头 、每 一 个 责 任
人 。 2016 年 全 省 追
究 焚 烧 责 任 人 员
103 人，2017 年省农
工 办 、环 保 厅 约 谈
火点较多的县（区）
21 个，处罚问责 371
人。

执 法 检 查 期
间 ，检 查 组 发 现 明
火 近 50 起 、过 火 痕
迹 30 多处。地方禁
烧 执 法 力 量 薄 弱 ，
监测预警预报技术
手 段 落 后 ，对 焚 烧
隐 患 认 识 不 足 ，网
格化责任落实不到
位 ，依 法 追 责 不 够
等 ，导 致 焚 烧 隐 患
清理难、发现火点难、及时灭火难、调查
取 证 难 、处 罚 执 行 难 等 现 象 发 生 。 对
此，检查组建议各级政府进一步强化秸
秆焚烧监督检查力度，抓住宣传教育、
落实责任、排查隐患、依法处置、强化监
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等关键环节，建
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推动秸秆禁烧
工作落地落实。针对秸秆禁烧监管范

围广、监管力量弱、易出现监管空白的
问题，建议借鉴天津、河南的做法和经
验，建立全天候、即时电子监控系统，确
保及时准确监测预报和处置，努力提升
秸秆禁烧监管效率。

检查中发现，省级财政未按决定要
求安排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金，各地不
同 程 度 存 在 着 扶 持 政 策 不 配 套 、不 完
善、不落实等问题。为此，检查组建议，

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根据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化发展需要，将秸秆综合利用资
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逐步建立健全
政府引导、市场导向、企业主体、金融支
持、社会资本参与的秸秆综合利用多元
化投入机制，为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

针对秸秆还田质量不高的问题，检
查组建议各地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秸秆

机械化还田作业支持力度，严格执行秸
秆粉碎、土地耕作标准，确保秸秆粉得
碎、翻到位、沤得掉。同时，通过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逐步减少秸秆产生量。

此外，检查组还建议，各级政府及
相 关 部 门 根 据 本 市 、县（区）秸 秆 生 产
量，科学规划秸秆收集储运规模，加快
秸秆收集储运利用体系建设，推动秸秆
及时收储和资源化利用。

11 月 29 日下午，省会太行国宾馆柏
坡厅内座无虚席，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联组会议，
对省政府贯彻实施《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
露天焚烧的决定》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两个多小时里，共有 8 名委员和人
大代表犀利发问，来自省政府和省直部
门的 9 位负责同志当面回答问询。

“目前已进入冬季取暖旺季，抓好
秸 秆 禁 烧 工 作 ，解 决 焚 烧 现 象 分 布 面
广、屡禁不止问题尤为紧迫。”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石立新抛出问题：省政府及有
关部门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将采取哪
些有力措施，切实落实禁烧监管责任？

“重污染数据居高不下成为人民群
众的‘心肺之患’，更是影响河北形象的

‘切肤之痛’。”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直
面问题。他说，今年 5 月到 11 月，省农
工办、省环保厅联合约谈通报火点较多
的县 21 个，石家庄市对 6 个县主管领导
进行约谈，对 5 名乡镇长诫勉谈话，对
14 名干部进行问责，全省共问责 371 名
有关责任人。

高建民表示，将进一步压实禁烧责
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省市
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细化县领导包乡
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
户包地块工作制度。推进乡镇环保机
构全覆盖，优化监管网格，聘任网格监
督 员 ，把 秸 秆 禁 烧 责 任 压 实 到 农 田 地
块。同时，发挥 6 个区域环境督察专员
办公室作用，建立常态化督察制度，实
行重点强化督察。

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秸秆综合利用
扶持政策未按《决定》落实，财政投入和
项目支撑不足，秸秆综合利用方式单一、
科技含量不高、技术推广覆盖面小、带动
能力不强。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
员李基石开门见山，直接发问：省政府及
有关部门将采取什么措施，拓宽秸秆多
途径利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提高利
用质量效益，把小秸秆做成大产业一直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省农业厅厅长魏
百刚说，目前我省秸秆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 95.6%，在全国排第二位，但比例不合
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肥料化利用量占
66.6%。对于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将从四
方面提升秸秆利用水平，一是减少秸秆
还田用量，提高还田质量；二是提高饲
料化过腹还田利用率；三是扩大秸秆能
源化利用比重；四是推进秸秆基料化、
原料化利用。

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涛补充说，为了
进一步增强秸秆综合利用的能力，下一
步他们将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列入

2018 年到 2020 年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
工作重点。着手组建河北省玉米秸秆
综合利用的技术创新联盟，重点解决玉
米秸秆综合利用方面的技术难题，围绕
玉米秸秆的用、收、储、运全产业链进行
各方面的创新。

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

会委员秦文昌针对秸秆“围村”现象比
较 突 出 、焚 烧 隐 患 普 遍 存 在 的 问 题 发
问：省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全面清理
农村秸秆、荒草、树叶和垃圾等，迅速消
除隐患？

“农村秸秆、荒草和生活垃圾无序
堆放等问题，确实在一些村庄不同程度
的存在。”省农业厅厅长魏百刚直言不
讳。他说，这两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我省大力推进、做好农村生活垃圾的收
集 、转 运 和 处 理 工 作 。 在 收 集 转 运 环

节，按照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要求，大
力推行以“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专业化
公 司 运 作 、配 备 专 业 保 洁 员 和 收 集 清
运 设 施 进 行 操 作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PPP
模 式 。 通 过 三 年 努 力 ，到 2020 年 实 现
全 省 县（市 、区）垃 圾 治 理 PPP 模 式 全
覆盖。

魏百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重点
在 垃 圾 分 类 投 放 、分 类 收 集 、分 类 运
输 、分 类 处 理 上 下 功 夫 ，会 同 省 住 建
厅 、省 环 保 厅 、省 卫 计 委 等 部 门 ，加 强
政策研究和工作推动，全面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我省不少地方
在贯彻落实《决定》中存在政策不配套、
不完善、不落实问题，不仅影响企业和
农民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也成为秸
秆焚烧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省人大
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委员冯战
洪求问：省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秸秆综
合利用用地、信贷等扶持政策方面采取
了哪些举措？

省国土厅厅长潘爱良说，今年初，
我省出台了支持农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保障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土地用地指
标，秸秆收集存储的临时用地不再办理
审批手续，并利用省地理信息局的航拍
优势加强监测。

“我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明确了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中的金融规定，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动金融
产品服务创新。”省金融办副主任金洪
钧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进信贷合作
模式，指导河北银行向秸秆综合利用企
业发行债券，指导信托公司针对秸秆综
合利用企业设计信托产品。

请问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什么
措施，推动《决定》规定的主体落实相关
责任？如何加大《决定》宣传力度，调动
广 大 群 众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积 极 性 …… 一
个个问题连珠炮似的抛出。来自省政
府和环保、农业、发改、财政等省直部门
负责人耐心细致地逐一答复。

11 月 14 日至 18 日，省人大常委会
组成三个执法检查组，对全省贯彻实施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情
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
料。为此，在此次专题询问会上，委员
和人大代表们所提问题更接地气，也更
具体、更尖锐。省人大常委会也将逐步
使专题询问这一监督方式常态化。

让农作物秸秆由“成灰”到“变宝”
———省人大常委会针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问题开展专题询问侧记—省人大常委会针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问题开展专题询问侧记

图为联组会议现场。 谢金刚 摄

图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慧军提问。 谢金刚 摄 图为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回答问题。 谢金刚 摄

省人大常委会对全省贯彻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决定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图为执法检查组在检查中发现的秸秆焚烧现象。

我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我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平不断提高

□ 本报记者 段美 任俊颖

问责任落实——
把秸秆禁烧责任压实到农田地块把秸秆禁烧责任压实到农田地块

问扶持政策——
一大批利好消息袭来一大批利好消息袭来

问综合利用——
把小秸秆做成大产业把小秸秆做成大产业

问焚烧隐患——
让农村从秸秆垃圾包围中突围让农村从秸秆垃圾包围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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