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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关于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实施意见（2016—2018年）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雾霾治理的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逐步实现秸秆资源化
利用，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疏堵结合，多措并举”的原则
，进一步提高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率，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提高秸秆禁烧监
管水平，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到2018年，全省初步建立秸秆收集储运体系，形成秸秆多元化综合利用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在人口
集中区域、机场周边和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地方政府划定的重点区域内，基本消除露天焚烧秸秆现象。

 二、重点任务

 （一）推进秸秆机械化直接还田。结合作物品种和区域特点，研究制定具体可行的秸秆机械化直接还田技术标准和
作业质量规范，加强农机农艺结合，完善作业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推广秸秆机械翻
压还田技术，将符合条件的秸秆机械化还田机具全部纳入全省农机补贴范围，补贴资金重点向大中型拖拉机、免耕播
种机、秸秆粉碎还田机、捡拾压捆机、联合整地机等农机具设备倾斜。全省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和数量，2016年
超过600万亩和150万吨，2017年超过800万亩和240万吨，2018年超过1000万亩和35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
农委、省国资委）

 （二）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鼓励和支持设施农业发达、秸秆产量高的地区大力推广和应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
术。全省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面积和秸秆利用量，2016年超过100万亩和200万吨，2017年超过120万亩和240万吨，201
8年超过150万亩和30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农委、省国资委）

 （三）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以牛羊标准化小区、奶牛生产基地、规模化饲养场（户）为重点，大力实施农作物秸
秆饲料化利用。引导青贮玉米、优质苜蓿等种植业发展，推进粮改饲。大力推广秸秆青（黄）贮、氨化、膨化、发酵
技术和直接粉碎饲喂技术。对纳入我省补贴范围的，用于秸秆处理的饲料作物收获机械、饲料（草）加工机械设备、
畜牧饲养机械等实行敞开补贴。全省秸秆饲料化利用量，2016年超过1350万吨，2017年超过1370万吨，2018年超过140
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农委、省畜牧局、省国资委）

 （四）支持秸秆燃料化利用。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大力推广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和高效低排户用秸秆炉具。扶持发展
秸秆固化成型燃料企业，鼓励就近就地将秸秆粉碎压制固化成型。鼓励乡（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秸秆锅炉改造
。全省秸秆燃料化利用量，2016年超过100万吨，2017年超过150万吨，2018年超过20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农委、省国资委）

 （五）推进秸秆基料化利用。支持以秸秆为基料的食用菌生产，引导专业合作组织、种植大户等扩大秸秆食用菌生
产规模。扶持采用发酵隧道等技术开展秸秆基料专业化生产。推广以秸秆为原料的育苗基质，扩大秸秆基料化利用途
径。全省秸秆基料化利用量，2016年超过10万吨，2017年超过20万吨，2018年超过3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
省农委、省国资委）

 （六）支持秸秆发电及工业原料化利用。鼓励发展秸秆生物质发电项目，重点抓好国能黑山、国能昌图、台安威华
等秸秆发电企业的增容、技术改造和运行管理，扩大秸秆利用量。科学布局秸秆发电企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鼓励
发展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新型建材、板材、包装材料、乙醇、淀粉、制炭、有机肥加工、工艺编织等产业。全省秸秆
发电和工业原料化利用量，2016年超过100万吨，2017年超过150万吨，2018年超过200万吨。（责任部门：各市政府，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国资委）

 （七）开展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按照就近就地利用的原则，在秸秆产地半径合理区域内适当预留田块场地用于建
设秸秆收储点，并纳入各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推动秸秆收储大户、秸秆经纪人与秸秆利用企业有效对接，逐步
建立政府推动、企业和合作组织牵头、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2016至2018年，全省每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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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秸秆收储点、10个秸秆收储中心，形成“村收集、乡运输、县利用”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责任部门：各市
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委、省国资委）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省政府
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省委宣传部
、省农委、省环保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
、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省畜牧局、省物价局、省政府金融办、省电
力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全省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推动、督促检查、考核奖惩等
工作。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由省农委牵头，秸秆禁烧工作由省环保厅牵头，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委。各市、县（市
、区）政府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合力。
（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要认真落实生物质
发电标杆电价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秸秆初加工企业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类别价格。对企业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符
合国家规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按照国家税法规定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
信贷支持，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用地优先给予支持。秸秆收储临时堆放场地，应尽量利用农村空闲土地和未利用
地，不占或少占农用地。确需占用农用地的，不得破坏地表状况，不得影响土地原有使用功能。各市、县（市、区）
政府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投入，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度。（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
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农委、省地税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国税局、省电力
公司、省物价局）

 （三）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禁用结合、以禁促用的要求，加强防控监管，落实秸秆
禁烧责任。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责任书，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制定考核奖惩办法。各级政府要建
立干部包村联户、包干巡查制度，创建以乡镇为单位、村为基础、村民组为单元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通过与种植
大户、合作社签订协议等方式，将露天禁烧责任落实到村组、到田头地块、到生产主体。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
查，环保部门要强化基层禁烧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开发建设基于卫星应用平台的禁烧监管信息系统，及时通报秸秆露
天焚烧事件，加大秸秆禁烧监管力度。对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开展好的市、县（市、区），省政府采取以奖代补方式予
以奖励；对开展工作不力的市、县（市、区）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重特大事件或恶劣影响的追究责任。各级政府要
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认真制定考核办法，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责任部门：各市政府，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环保厅、省农委）

 （四）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以及秸秆露天焚烧和随意抛弃对大气环境、交通安全和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做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居）民自治组织作用，引导教育农民群众转变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和环保
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营造“焚烧秸秆害人害已，综合利用利国利民”的舆论氛围。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科普知识教
育，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组织技术讲座、典型示范带动等多种形式，推
广成熟实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动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责任部
门：各市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环保厅、省农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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