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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秸秆禁烧禁抛、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告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生产、生活、生态环
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的决定》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现就加强秸秆
禁烧禁抛、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通告如下：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田间、地头、路旁、河畔、林边等地带露
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包括小麦、水稻、油菜和其
他农作物秸秆），禁止将农作物秸秆堆放在公
路上或推入河道、渠道、水库等水源之中，形成
二次污染。

二、乡镇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会是辖区内
秸秆禁烧禁抛、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的责任主

体，要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秸秆禁烧禁抛、还田
和综合利用等一系列工作，对本辖区秸秆禁烧
禁抛、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负总责。市各有关
部门要协同配合，督促指导乡镇、园区做好秸
秆禁烧禁抛、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

三、对违反规定焚烧秸秆的，由市环保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予以处罚。对造成
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
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按照“1+X”（即秸秆机械化还田结合
其他多种形式利用）的模式，市政府支持发展
秸秆还田、秸秆制粒、秸秆发电、秸秆沼气、秸
秆沤肥、秸秆食用菌等秸秆综合利用。各乡镇
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会，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引导农户妥善处置和堆放
农作物秸秆。

五、凡在我市从事收割作业的收割机，在
落实秸秆机械化还田的田块作业期间应一律
安装秸秆切碎装置，并在收割作业时将秸秆切
碎，确保农作物的收割留茬高度不得高于 15
公分，秸秆切碎长度不得长于 10公分。对不安
装秸秆切碎装置，或者收割时秸秆切碎长于
10公分、留茬高于 15公分的机手，市农机管
理部门将给予批评教育，限其纠正。对不按照
规定要求作业、不听劝阻的机手，由市农机、环
保等部门进行严肃处理，农民有权拒付收割作
业费。

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投诉、检举、揭
发焚烧秸秆污染大气的行为，投诉受理部门要

热情接待，及时查处，认真解决。
七、市包干部门要加强“三夏”、“三秋”期

间的巡回检查，及时制止和查处焚烧秸秆行
为。各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引导，教育群众自
觉遵守禁烧禁抛秸秆的有关规定。

八、对秸秆禁烧禁抛工作组织不力、监管
不严、处置不当、造成较大面积焚烧秸秆的乡
镇、园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由市监察部门予
以行政问责。

九、市政府设立焚烧秸秆举报电话
（84614691），各乡镇（园区）也要设立焚烧秸秆
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高 邮 市 人 民 政 府
二0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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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的红领巾，你还会系吗？长条形
的大大泡泡糖，你还记得味道吗？被翻得
破烂不堪仍不舍得丢弃的黑白小人书，你
至今还珍藏着吗？滚动的铁环、旋转的陀
螺，你还会玩吗？转眼，又一个六一儿童节
到了，当我们忙碌着为小朋友们庆祝节日
时，是否也勾起了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呢？

60年代：渴望成为一名少先队员

“我小的时候，少先队员是最威风的，
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升国
旗时还站在队伍的前面向国旗
敬礼，神气得不得了。”正带着
孙子在世贸广场玩耍的周亮告
诉记者，三年级时的六一儿童节
让他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天他终
于成为一名少先队员。

“当时评少先队员首先要看
学习成绩，可我从上学开始，成
绩就很差，所以迟迟没能当上少
先队员。”周亮说，三年级下学
期的一天，他在上学途中捡到几
张“钱”，到了学校后，他第一时
间把捡到的“钱”交给了老师，老
师拍拍他的头笑着说：“你真是
破除迷信的好孩子。”听了老师
的话后，周亮一头雾水，他反复
琢磨着“破除迷信”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捡到的
竟然是几张冥币。“虽然不是真
正的拾金不昧，但我却因为那件
事被老师推选为少先队员，得知
要在六一儿童节的表彰大会上
被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时，我激动
了好几天呢。”周亮说，成为少
先队员后，他格外爱惜红领巾，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它叠得
工工整整，然后压在枕头下面，
半夜醒了还要看一看、摸一摸。

70年代：躲在被窝里偷
吃烧饼

“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儿童
节，几乎都是游戏活动，跟我孩
子过的六一刚好相反。”1978年
出生的刘灿，对自己与女儿两代
人儿童节的区别深有体会。

“那时候我们过六一的游
戏活动可多了，比如滚铁环，比
赛看谁推着跑得最快；跳马，一
个人弯下背来做马，其他人从
他背上跳过去，谁要是跳不过去就趴下
来当马；一把冰棍的棍子做的签子，撒在
地上后，一根一根地挑取，如果挑取的时
候动了其余的棍子，那就算输了。还有抽
陀螺、丢沙包、跳大绳……”刘灿说，不仅
游戏丰富，奖品也很丰盛，有美味的糖
果、果丹皮、酸梅粉，实用的尺子、橡皮、
笔记本等等，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巴不得
不要结束。

“因为我在家里最小，全家人都把我
当宝一样看待，所以每年六一儿童节，爸

妈都会给我几毛钱的零花钱。”刘灿说，当
时家里条件不好，很多想吃的东西只有过
节才舍得吃。所以儿童节那天，他会用父母
给的零花钱买一个大烧饼。回到家后一直
等到大家都睡熟了，才从书包里掏出已经
压碎的烧饼，躲在被窝里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

“你看现在的孩子，平时吃的玩的就一
大堆，哪还用盼到六一儿童节啊？”刘灿感
叹地说。

80年代：穿秋衣秋裤做
广播体操

姚娜童年的六一儿童节过
得风光无限，多才多艺的她不仅
在学校排演的舞蹈节目中领舞，
而且连续几年都是六一汇演的
女主持人。“我小时候最喜欢过
的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可以
穿好多漂亮的衣服。”姚娜幸福
地说，除了主持六一汇演和领舞
时，学校会提供漂亮裙子外，爸
妈还会给她买一身新衣服。

说起三年级时的六一儿童
节，姚娜至今都觉得既开心又可
笑“当时，我们学校将广播体操
作为六一汇演的节目之一搬上
了舞台，经过近两个月的排练，
我们终于信心满满地站在了舞
台上，可是节目还没开始就惹得
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姚娜笑着
说，因为那次参加节目的人比较
多，学校找不到那么多的演出
服，所以就要求我们统一穿着自
己的秋衣秋裤上台表演。“当时
我还在前面领操，头上扎着两根
麻花辫，脸颊画得红红的，身上
穿着已经被洗变形的秋衣秋裤，
脚下踩着一双发黑的白球鞋，别
提有多滑稽了。”说着说着，姚娜
不禁大笑起来。

90年代：有父母陪伴的
儿童节才是幸福的

“我小时候最喜欢过六一儿
童节了，因为那一天就算父母再
忙，也会抽出时间陪我玩。”陈杰
说，平时父母忙着做生意，很少
能抽出时间陪他，所以他每一年
的六一儿童节最大的心愿就是
父母陪他玩上一天。

“我印象中，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最
有趣。”陈杰说，那年六一，父母不仅陪他
看了学校组织的六一汇演，而且还跟他一
起参加了班级组织的游戏活动，与父母互
动的过程让他觉得无比幸福。“现在我的
孩子已经快两岁了，今年六一我准备带她
去常州恐龙园玩一下。现在的孩子虽然什
么都不缺了，但是父母的陪伴还是不能
少，今后我会更加用心地陪伴她度过每一
天。”望着正在开心玩耍的女儿，陈杰幸福
地笑了。

家中闲置玩具该如何处置？
□ 夏慧

六一儿童节将至，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开始热
卖。不过，在精心给孩子挑选玩具之余，不少家长
也在为家里成堆闲置的旧玩具苦恼不已。曾高价
买回家的各式现在已“失宠”玩具该何去何从，一时
间难倒了许多家长。

儿童玩具价格贵周期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越来越舍得花钱

给孩子买玩具。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家长时了
解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及玩具的更新换代，许
多家庭每年在玩具上的花费也水涨船高。

“我女儿今年 4岁，家里玩具快堆满房间了。
虽然有一部分是亲朋好友送的，但大多数还是我
买给她的。”90后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有了女儿
之后，做什么事情都会首先想到她，尤其是购物的
时候，都会下意识地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
或是好玩的玩具，时不时买一两件带回去给女儿。

“今年我已经给女儿买了两个熊公仔，一个遥控玩
具汽车，一个早教机，两个洋娃娃，还有其他小玩
具，加起来也有 1000多元呢。”张女士扳着手指计
算道。

“我儿子今年 6岁，每次一带他去商场或者超
市，他就往玩具区跑，非要买一个玩具带回家不
可。”市民夏先生告诉记者，孩子越长大越会提要
求。“小区里其他小朋友有的，只要他没有，回家就
会哭着喊着要。”夏先生说，现在玩具的价格都普
遍较贵，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一年也就花个几百块
钱，现在估计 3倍花销都不止。“这不，快六一儿童
节了，他妈妈又在网上买了一个益智类的拼图玩
具，花了近 300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大部分家长每年花在儿童玩具上的开销都在千元
以上。

闲置玩具处理成难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孩子年龄、玩具的使

用寿命等因素影响，很大一部分玩具的使用时间都
不会太长。逐年累月下来，成堆闲置的玩具成为困
扰许多家长的难题。

市民崔女士的儿子今年 7岁，逛商场、超市的
时候，一旦看到车类玩具就必须要买。加之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又特别疼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给他
添置新玩具。“新买的玩具不到一个星期就玩腻了，
然后丢在角落里。几年下来，家里闲置玩具已经装
了好几箱。”崔女士说，这些玩具少则几十元，多则
几百元，丢了可惜，留着又没用，还占地方，实在让
她头疼。

和崔女士有着同样感受的家长不在少数。市民
马先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流行光头强，与之有关
的玩具女儿看到就要买。可是女儿对玩具只有三分
钟热度，新买的玩具没玩几天就丢在一边。”马先生
表示，他家里闲置玩具也有不少，女儿刚出生时买
的小铃铛、小腰鼓、小喇叭、小风铃；1岁时买的小
图纸、小方块；再大一点时买的电动玩具车、早教机
……“现在她 5岁了，以前的玩具都不爱玩了，留着
没用，丢掉又觉得可惜。”马先生说，也想过送朋友，
但目前大部分小孩都是家里的独苗，家人都想给他
们最好的，旧的、二手的玩具基本没人要。

市民期盼盘活闲置玩具
“家中闲置的玩具该怎么处理？”采访中，许多

市民纷纷出谋划策，有的建议将玩具集中起来捐赠
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有的建议举办 “跳蚤市场”
……

市民李女士是一名志愿者，她每隔一段时间，
会把自己家里或者亲朋好友家里闲置并且完好无
损的玩具收集起来，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我觉
得这是处理闲置玩具的好办法，既让玩具的使用价
值发挥到最大，也做了公益，还可以让孩子懂得这
样做的意义，一举三得。”李女士说。

作为一个 10岁孩子的家长，市民宋先生则建
议，学校等教育机构可利用周末多举办一些玩具

“跳蚤市场”，给小朋友们提供分享玩具的机会，还
能让孩子在实际交易中学会理财知识。

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戴先生则表示，孩子对玩
具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一有新玩具孩子就充满好
奇，希望了解它，而一旦了解过后，这个玩具就不再
有吸引力了。下一次，孩子还会向家长提出购买新
玩具的要求，很多家长拗不过小孩，满足了他们的
要求。长此以往，最终导致旧玩具大量堆积。“所以，
家长准备给孩子买玩具时，应坚持适度原则。否则，
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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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下午，开发
区马棚街道幼儿园举
行庆“六一”幼儿文艺
汇演。活动中，小朋友
们用欢快的舞蹈、甜
美的歌声感恩老师和
父母的付出，庆祝自
己的节日。

图为小一班的小
朋友和老师合作表演
节目《妈妈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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