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 秸秆禁烧大会心得体会
(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篇一

近年来，秸秆禁烧工作成为了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了深入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我参加了一场由当地政府主办
的秸秆禁烧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收获了许多新的见解和
体会。

首先，大会使我深刻认识到秸秆禁烧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会上，专家们向我们介绍了秸秆禁烧给环境带来的危害，
尤其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秸秆燃烧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
和颗粒物，直接导致了大气污染的恶化。而现如今，大气污
染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禁烧秸
秆已迫在眉睫。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秸秆禁烧工作，才
能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其次，大会让我认识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性。会上，
与会者们都认识到，秸秆资源丰富且具有广泛的利用价值。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秸秆视为废物而处理掉，而是应该通过科
学的技术手段，将秸秆转化为有用的能源或其他产品。例如，
可以利用秸秆生产生物质燃料，用于取代化石能源，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还可以将秸秆用于农田质量改良，提高土壤肥
力。通过秸秆综合利用，既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又可促进经
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大会让我认识到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达到秸秆禁



烧的目标。会上，政府官员、农民代表、企业家等各界人士
都积极发言，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大家一致认为，秸
秆禁烧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责任。政府应
加大公共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农民应增强环保
意识，主动参与到禁烧工作当中；企业家应积极投资研发新
技术，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
能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秸秆禁烧工作走向成功。

最后，大会激发了我更多的思考，让我意识到秸秆禁烧是一
项系统性工程。秸秆禁烧工作不仅仅是一场短期行动，而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要真正解决秸秆禁烧问题，需要政策的支
持、技术的创新、公众的参与等多方面的努力。而我作为一
名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有责任为秸秆禁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我可以通过宣传禁烧知识，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我可以
通过购买秸秆制品，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我还可以通
过参与志愿者活动，为禁烧工作提供帮助。我深刻认识到，
秸秆禁烧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为之努力。

总之，参加这次秸秆禁烧大会，让我深刻认识到秸秆禁烧对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必要性，以及秸秆禁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的深远影
响。我将会将这些见解和体会带回到生活中，不断努力，为
秸秆禁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篇二

1、加大秸秆禁烧力度，加快创建文明城市步伐。

2、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力度，加快生态水城建设步伐。

3、加大禁烧秸秆力度，促进国家节能减排。

4、加强秸杆禁烧，创造美好环境。



5、加大秸秆禁烧力度，促进秸秆综合利用。

6、加强秸秆禁烧工作，保护农村环境。

7、加强秸秆收集利用，禁止抛撒污染沟塘。

8、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9、见烟就罚，见火就抓。

10、禁烧秸秆，保护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1、秸杆还了田，土地能增产。

12、秸杆可卖钱，协力保蓝天。

13、秸杆巧利用，农民挣大钱。

14、秸杆只要利用好，增加收入又环保。

15、秸秆还了田，土地能增产。

16、秸秆还田，土地增肥。

17、秸秆浑身是个宝，就看用到没用到。

18、秸秆禁烧，人人有责。

19、秸秆利用能挣钱，秸秆焚烧要罚款。

20、秸秆气化，节约能源，经济实用，清洁方便。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篇三

人类啊，别再焚烧秸秆了，好好爱护你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吧!



下面请看语文迷网为您带来的范文，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这几天，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感觉天空灰蒙蒙的，眼睛睁
不开，喉咙干渴，总想咳嗽。妈妈说这是农民伯伯燃烧秸秆
造成的。

通过上网查资料，我知道燃烧秸秆有很多危害：燃烧秸秆使
空气的能见度降低，飞机无法正常行驶;还容易引起交通事
故;还会引起火灾;最主要的是燃烧秸秆后产生很大的烟雾，
会造成空气质量低，严重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

秸秆有这么多的用途，我们不应该燃烧秸秆。禁烧秸秆，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为了空气能够更加清新，为了天空能够更
加湛蓝，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早晨，空气清鲜，天空明朗，我的心情也特别爽。到了中午，
天渐渐转阴，变得灰蒙蒙的，更可恶的是空气中还弥漫着焚
烧秸秆的气味，让人不能呼吸。我赶紧关好门窗，躲进家里。
秸秆不是可以用来做燃料，烧火做饭吗?人们为什么要焚烧秸
秆呢?我十分好奇，于是就去上网查资料。

从网上我了解到： 人们焚烧秸秆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人们不再用柴火做饭了，这些大量的秸秆就不知道怎
么处理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秸秆处理的成本太高，大量的秸秆
堆放在田里又影响耕作，只好在田里把它烧掉。

同时，让我感到更可怕的是焚烧秸秆的危害十分大。资料显
示：焚烧秸秆会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有数据表明，
焚烧秸秆时，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三
项污染指数达到高峰值，当吸入颗粒浓雾达到一定程度时，
人的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分刺激较大，轻则造成
咳嗽，胸闷，流泪，严重时可能导致支管炎发生。不仅如此，
焚烧秸秆还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一旦引发火灾，后果不
堪设想。焚烧秸秆时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可



见范围降低，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在田里焚烧会将土壤中大
量有益的微生物烧死、有机质烧毁，降低土壤的肥力，影响
下一季农作物的收成…… 总之一句话：焚烧秸秆对我们没有
任何好处，只有严重的危害。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痛恨起焚烧秸秆的人来：你们真是太愚
蠢了，为了省钱省事，你们焚烧秸秆，既污染环境又害人害
己，真是天理不容!但同时我更想向他们发出呼吁:“ 醒悟
吧!别再焚烧秸秆了，好好爱护你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吧!”

——题记

我通过调查访问得知焚烧秸秆这事，也就发生在近十几年间。
那个时候秸秆可是重要的生活资料，生产队会按人头分给社
员。80年代，土地责任制后，秸秆、麦草、稻草成了每家每
户的燃料，当时，汉中有几个造纸厂，常年收购麦草和稻草，
因卖草的人太多，很多卖草的人要熬更守夜，排队卖草的车
辆甚至绵延几公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汉中几个造纸厂突然停产了，稻草、麦草
没了去处，才导致每到夏季和秋季大量焚烧的场面。也许有
些人还记得兴汉卫生纸这个品牌吧。

生活资料的充裕，燃料的取代导致农民没有必要把秸秆、麦
草和稻草再作为燃料，尤其是夏季，因为赶时间油菜和麦子
收割完毕后必须将秧苗插上，现在人工工资很高，没有必要
将秸秆和麦草运回保存，更没有收购这些东西地方，那么，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有付之一炬作为肥料了。当然，有
些学者建议建沼气池，那么农村产出的这些秸秆、麦草稻草
能否满足沼气池的一年的用量呢，没人去测算，可行性有多
大，也没人去估量。

现在是金秋时节，农民们正在收割玉米，面对满地的秸秆农
民为了少花几十元才选择了焚烧秸秆，可能有人会问了：以



前多少年代了，我们烧过多少秸秆，为什么近几年会产生这
么多恶劣的天气呢，难道没有其它原因了吗?我想原因是有的，
但这也是原因中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保持住不烧秸
秆，就会呼吁很多人行动起来。很多人的行动就会换来地球的
“病愈”。

空气非常难闻，都是焚烧玉米秸秆造成的，难道我们每天出
行都是带着防毒面具的吗?我曾看见一个人回家时被这空气辣
的眼睛都流泪，还差点撞到人，为什么焚烧麦秸秆的时候严
打严管，这焚烧玉米秸秆都没人管了，希望大家呼吁全体百
姓环保，禁止焚烧秸秆。政府工作人员应该起带头作用。

解决秸秆的办法有很多现在的很多科学技术可以让秸秆有利
用价值，例如：利用秸秆生产块煤、煤燃烧后的灰烬还可以
做成化肥、也可以压缩。

面对这一秸秆，危机国家还采用了利国利民的好办法，通过
科技进步与创新，为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找到了多种
用途，除传统的将秸秆粉碎还田作有机肥料外，还走出了秸
秆饲料、秸秆汽化、秸秆发电、秸秆乙醇、秸秆建材等新路
子，大大提高了秸秆的利用值和利用率，值得我们借鉴。

秸秆粉碎还田，这是最好的方法，可是汉中除了汉江沿岸，
其余农作物区大都是丘陵地形，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不现实，
所以，通过调查我也有些小办法：

1、秸秆还田。

2、秸秆饲料。

3、秸秆能源。

4、建材、轻工和纺织原料。



5、秸秆基质。秸秆用作食用菌基料是一项与食品有关的技术。

最后还要明确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在秸秆综合利用中的任务
和责任，不仅要做好宣传，而且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我
们相信，通过政府、企业、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共同努力，
建立起秸秆综合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一定能够推动农村走
出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出现雾霾不仅因为烧秸秆也是汽车尾气、工厂排污、生活炉
灶……人们不要一味的推辞在老百姓身上也要找一找自己的
不对，从自身做起，尽量环保。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篇四

近年来，农村的秸秆禁烧问题日益突出，给环境带来了严重
的污染和健康隐患。为了加强对秸秆禁烧工作的宣传和推动，
我所在的农村组织了一次秸秆禁烧大会。通过参加大会，我
深刻理解到秸秆禁烧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具体的工作措施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下面，我将结合大会的内容，就自己的体
会和感受进行总结和展望。

首先，大会从秸秆禁烧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入手，向我
们宣传了秸秆禁烧的紧迫性。据统计，每年农村秸秆焚烧所
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是整个农村
污染总量的50%以上。而这些污染物不仅对大气环境造成危害，
还会进一步污染土壤和水源。此外，焚烧秸秆所产生的烟尘
和有害气体，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严重的甚至会引
发癌症和其他疾病。通过这些数据和实例的介绍，我深刻理
解到秸秆禁烧工作迫在眉睫，需要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其次，大会详细介绍了秸秆禁烧工作的具体措施和政策。首
先是技术措施方面，包括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和秸秆综合
利用等。机械化收割能够有效减少秸秆的产生量和离地高度，
减少焚烧的可能性。秸秆还田是将秸秆和农户收获的废弃物



归还到农田中，起到了提高土壤质量和肥力的作用。秸秆综
合利用则是将秸秆加工成饲料、纸浆、建材等产品，实现资
源的再循环利用。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如完善相关法规、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奖惩机制等。通过了
解这些措施和政策，我对秸秆禁烧工作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并深信只有广大农民积极配合，才能真正实现秸秆禁烧的目
标。

再次，大会组织了专家学者的报告和研讨，介绍了最新的科
研成果和应用技术。这些报告和研讨使我深感科技对秸秆禁
烧工作的重要性。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更好地运
用新技术和手段，如无烟化处理技术、生物质燃烧技术等，
从而实现对秸秆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这种科技向导的
传播和培训，让我对秸秆禁烧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并
充满希望和信心。

最后，大会号召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到秸秆禁烧工作中
来。我认识到，每一个农民都是秸秆禁烧工作的参与者和受
益者。只有我们农民自己能够自觉地改变以往的烧秸秆习惯，
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让禁烧工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大
会的号召下，我决心积极参与秸秆禁烧工作，带动周围的农
友一起行动起来，共同为农村环境的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参加秸秆禁烧大会，我深刻认识到了秸秆禁
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了解了具体的措施和政策。同
时，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与研讨，我对最新的科研成果和
应用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大会号召每一个
农民都要积极参与到禁烧工作中来，我决心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为农村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禁烧秸秆，从我做起。

秸秆禁烧稿子题目篇五

为了保护环境，使大气不受污染，禁止燃烧秸秆，下面本站



小编给大家带来秸秆禁烧通报范文，供大家参考!

目前，我镇秸秆禁烧处于关键时期，面对秸秆禁烧带来的巨
大压力，镇督查、巡查组加大巡查力度和巡查范围，对全镇
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昼夜不间断督查和巡查，不留死角。

一、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1、秸秆焚烧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我镇共
种植水稻面积4.2万亩，目前杂交水稻收割已基本结束，但还
有大量田间粳稻还未收割。前期收割杂交水稻产生的还未收
储及还田的秸秆，以及田间堆放的大量玉米秸秆，给秋季秸
秆禁烧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容易引发大面积秸秆焚
烧。经镇督查巡查组巡查，我镇秸秆焚烧现象时有发生，部
分村(社区)甚至连续发生多起秸秆焚烧现象，有的着火面积
较大。区督查组也多次在我镇发现火点。

2、村(社区)思想松懈。由于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已持续将近一
个月，部分村(社区)出现疲态，思想松懈。经镇督查组巡查
发现，部分村(社区)到现在为止还未配备巡查车上路巡查，
未安排专人重点区域和路段巡查，甚至出现区、镇督查组发
现了火点，村(社区)还未发现，且行动迟缓，漫不经心，秸
秆禁烧防控工作十分被动。目前正值水稻收割高峰，产生的
秸秆越来越多，且天气以晴好为主，是禁烧压力最大、防控
力度最强的时候，秋季禁烧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在于当前
的防控工作。

3、安全隐患。目前，我镇正在进行水稻收割，经巡查组巡查
发现，产生的秸秆大量堆放在道路两边和田埂上，隐患极大。
大量堆积的秸秆一旦燃烧起来，将难以控制，大量正在收割
和未收割的水稻也是重大隐患。

二、对于省、市督查力度加大，我们将采取的措施



18日起，省环保厅派两组媒体记者将对我区禁烧工作进行明
察暗访，请各村、社区务必高度重视，深入田间地头，切实
做好白天、夜间禁烧巡查工作，确保巡查人员在岗在位，发
现火情，迅速扑灭，焚烧痕迹及时清理，确保全市第一把火
不发生在我区，确保不发现卫星火点、省市巡查点及媒体爆
光点。

近日天气连续晴好，禁烧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省、市、
区督查组加大了昼夜巡查力度，根据省、市、区秸秆禁烧及
综合利用会议精神，为推进我镇秸秆禁烧防控工作，现提出
如下要求：

1、加强巡查防控力度。

各村(社区)务必咬紧牙关，坚持不懈，严防死守，绝不能有
半点松懈、半点马虎，各村(社区)要安排巡逻车辆和人手加
大巡查力度，实行昼夜不间断巡查，不留死角，不留空档。
要强化田间地头的巡查防控力度，排查重点地块，对可能焚
烧秸秆的重点区域，要重点跟踪和巡查，安排专人蹲点看管，
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秸秆焚烧行为，对于发现火点的,及
时扑灭，及时清理焚烧痕迹，确保不发生大面积秸秆焚烧现
象。

从即日起，各村(社区)如被镇督查组发现一次秸秆焚烧，将
双倍扣除秸秆禁烧风险保证金;连续两次被镇督查组发现秸秆
焚烧，将扣除一半秸秆禁烧风险保证金;被镇督查组连续三次
发现秸秆焚烧，将全部扣除秸秆焚烧保证金;火面积较大(10
亩以上)，扣除全部秸秆禁烧保证金并立即全镇通报，严厉问
责;如被区督查组发现一次秸秆焚烧，即按“全镇第一把火”
处理，扣除全部秸秆焚烧保证金，并对村(社区)主要负责人
和相关责任人严厉问责。

2、严把农机作业关。



各村(社区)要明确要求进行收割作业的收割机必须安装切碎
装置，方可进行收割作业，坚决从源头控制秸秆焚烧。

3、要强化对焚烧者的处理。

对于不听劝告、故意焚烧的人员，村(社区)要立即通知派出
所，派出所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焚烧人员依法从严处理，
并通过抓典型案例威慑认识不到位的人员，充分体现党委、
政府严惩焚烧者的决心。

4、加大秸秆集中清运力度。

各村(社区)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引导、帮助农户集中堆放秸
秆，迅速组织力量，完成道路两旁、路边沟渠、田间地头、
田埂上下、村头树下堆积秸秆的清理、清运和集中处理工作，
妥善收贮，彻底消除隐患。对秸秆未及时清理而造成秸秆焚
烧现象的，要从重追究责任。

年月日

近年来，在街道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但秸秆焚烧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正
值我区创建全国生态区的关键时期。为贯彻落实全区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国生态区建设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环
保部验收，现就加强秸秆禁烧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今年国家和省环保部门将把秸秆禁烧工作作为生态区、环境
优美街道创建考核、命名的重要依据。社区务必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书记(主任)为组长的秸秆禁烧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专人负责，层层抓好落实，确
保辖区内无秸秆焚烧现象。



二、加强宣传教育，做好舆论引导

各社区和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利用会议、广
播、电视、宣传栏、发放一封信等多种形式，将秸秆禁烧工
作宣传到各村民小组、农户，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环境意
识、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有关秸秆
禁烧的法律、法规。

三、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应急机制

各社区要制定秸秆禁烧工作应急预案，充分发挥村民组织作
用，开展不间断巡查。特别是在夏收高峰期，针对公路沿线
重点敏感区域和重点水源地要落实专人蹲点严防，发现秸秆
焚烧及秸秆抛河行为立即制止，一旦发现问题采取果断措施，
督促整改到位。

四、加强堵疏结合，推广综合利用

在强化秸秆禁烧工作的同时，街道农服中心要积极推广秸秆
还田、秸秆气化、秸秆发展食用菌等综合利用的新技术、新
方法和新途径，帮助农民群众充分利用秸秆资源，从根本上
解决秸秆焚烧问题。

年月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农业(农机、畜牧)厅、
财政厅、铁路局、交通厅、民航局：

近几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取得一定
成效。大部分地区没有出现大面积焚烧秸秆现象，重点禁烧
区内焚烧秸秆现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由于全国每年产生
约6亿吨秸秆，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秸秆尚未很好地利用，夏
秋两季秸秆焚烧现象时有发生，局部地区还很严重，甚至影



响到航空、高速公路、铁路的正常运行。根据国务院领导关
于继续研究禁烧秸秆治本措施的指示，为加强夏、秋两季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杜绝大面积焚烧秸秆现象，现通知
如下：

一、明确职责，齐抓共管

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继续贯彻执行《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管理办法》;建立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把禁烧责
任具体落实到市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并由市县政府具体组织，
乡镇政府具体落实。

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坚持“疏”、
“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方针，明确职责，密切协作，
齐抓共管。环保部门要继续履行执法监督职责，做好监督检
查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农业部门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努力扩大综合利用规模，尽快解决剩余
秸秆出路问题;交通、铁道、民航部门要积极配合，参与禁烧
执法监督检查和宣传教育工作。

二、加快秸秆综合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进一步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支持力度，积极研究、开发、
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特别要重视秸秆剩余量较大、焚烧
现象严重的大中城市郊区、高速公路、铁路沿线和机场周边
地区的综合利用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开展并推广
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秸秆青贮、氨化、堆沤、快速腐熟、
加工、保护性耕作、能源转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技术。同时，
各地要以禁烧为契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在重点禁烧
区，指导和鼓励农民种植秸秆量相对较少的农作物品种或者
种植带穗青贮作物，大力发展畜牧业，扩大经济作物和间作
套种面积。



三、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监督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在全社
会范围内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及秸秆综合利用的益处，提高
农民秸秆禁烧的法律意识，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创造
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真正变成
农民的自觉行动。特别是在重点区域要进行反复宣传，做到
家喻户晓。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
对秸秆焚烧严重的地区予以曝光。

四、强化执法监督力度

强化秸秆禁烧现场执法检查，防止大气污染，确保机场、铁
路、高速公路等重点交通干线的安全和高压输电线路的正常
运行。对违法焚烧秸秆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

今年“三夏”、“三秋”农时季节，国家环保总局、农业部、
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
重点地区秸秆禁烧工作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情况予以通报。

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