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大全8篇)
提倡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是每个人为环保做出贡献的方式之
一。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及时发现并解决环境问题。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环保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一

全市广大青年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已经来临，农民兄弟辛勤的汗水变为丰
收的果实。然而每年秋收过后，部分秸秆被焚烧，污染环境，
危害群众健康和交通安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
须提高对秸秆禁烧工作的认识。

秸秆焚烧，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引发火灾，威胁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
安全；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焚烧秸秆所形成
的滚滚烟雾、片片焦土，极大地破坏了城乡环境形象。实行
秸秆全面禁烧，可从根本上解决因秸秆焚烧或乱堆乱放而带
来的环境污染，在改善村容村貌、提高空气质量、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实现秸秆转化升值，增加经济收入。

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大美宿州，团市委向全市广大青年朋
友发出倡议：要树立环保意识，充分认识焚烧、乱弃秸秆的
严重危害性。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立即投身到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中去，做好家人、亲戚、邻里、朋
友的说服教育，引导大家支持配合政府工作，争做遵纪守法
的楷模，坚决做到自家农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广大青年朋友们，为保护蓝天碧水、建设美好家园，让我们
立即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为建设美好宿州
贡献青春力量！



xxx

20xx年9月21日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二

广大居民朋友、辖区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

收获季节已经来临，焚烧秸秆、垃圾污染大气环境，危害身
心健康，并且容易造成火灾、交通安全等事故隐患。同时，
秸秆、垃圾焚烧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为保障全区广大群众拥有良好的人居环境，确保我们共同生
活的.家园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空气更清新、生活更幸
福，在此，我们倡议：

一、树立生态环保意识，充分认识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的严
重危害。

二、积极响应号召，自觉做到不焚烧各种农作物秸秆、垃圾、
建筑废弃物、工业废弃物、枯枝（落叶、杂草）等杂物。

三、主动向家人、邻居和亲戚朋友宣传劝导，积极抵制、举
报焚烧秸秆、垃圾等违法行为。

四、做好禁烧工作，开展综合利用。推广新技术新设备，使
秸秆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人人争做资源循环利用、变
废为宝带头人。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支持秸秆、
垃圾禁烧，齐心协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人文生态慧圃，
都市产业新城”！



xxx

日期：xx年x月x日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三

全市广大青年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已经来临，农民兄弟辛勤的汗水变为丰
收的果实。然而每年秋收过后，部分秸秆被焚烧，污染环境，
危害群众健康和交通安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
须提高对秸秆禁烧工作的认识。

秸秆焚烧，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引发火灾，威胁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
安全；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焚烧秸秆所形成
的滚滚烟雾、片片焦土，极大地破坏了城乡环境形象。实行
秸秆全面禁烧，可从根本上解决因秸秆焚烧或乱堆乱放而带
来的环境污染，在改善村容村貌、提高空气质量、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实现秸秆转化升值，增加经济收入。

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大美宿州，团市委向全市广大青年朋
友发出倡议：要树立环保意识，充分认识焚烧、乱弃秸秆的
严重危害性。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立即投身到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中去，做好家人、亲戚、邻里、朋
友的说服教育，引导大家支持配合政府工作，争做遵纪守法
的楷模，坚决做到自家农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广大青年朋友们，为保护蓝天碧水、建设美好家园，让我们
立即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为建设美好宿州
贡献青春力量！

xxx



日期：xx年x月x日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四

尊敬的各位农民朋友：

你们好！夏收在即，我们为你们的丰收感到喜悦，并希望你
们在收获的同时，请不要焚烧秸秆。

焚烧秸秆至少有五大危害

秸秆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发电、编织、气化等多种
途径进行综合利用，直接还田还具有蓄水、保墒、提高土壤
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减少水土流失、增产增收
等好处。农民朋友们，保护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
携起手来，确保全镇不点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为改善我们
的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家园做出不懈努力！

此致

敬礼！

倡议人：

时间：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五

广大居民朋友、辖区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

收获季节已经来临，焚烧秸秆、垃圾污染大气环境，危害身
心健康，并且容易造成火灾、交通安全等事故隐患。同时，
秸秆、垃圾焚烧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为保障全区广大群众拥有良好的`人居环境，确保我们共同生
活的家园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空气更清新、生活更幸
福，在此，我们倡议：

一、树立生态环保意识，充分认识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的严
重危害。

二、积极响应号召，自觉做到不焚烧各种农作物秸秆、垃圾、
建筑废弃物、工业废弃物、枯枝（落叶、杂草）等杂物。

三、主动向家人、邻居和亲戚朋友宣传劝导，积极抵制、举
报焚烧秸秆、垃圾等违法行为。

四、做好禁烧工作，开展综合利用。推广新技术新设备，使
秸秆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人人争做资源循环利用、变
废为宝带头人。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支持秸秆、
垃圾禁烧，齐心协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人文生态慧圃，
都市产业新城”！

倡议人：xx

时间：20xx年x月x日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六

焚烧秸秆危害大。污染环境，使空气变得坑脏，刮起风来灰
尘会满天飞。灰尘飘进人的口里、眼里，吸进鼻子里，会导
致沙眼，会堵住气管，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秸秆的焚
烧，还容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尤其是在村庄、树木、电线
杆附近，一旦引发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曾听爷爷说过：
在地里焚烧秸秆，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



都市频道曾报道过一个交通事故：一天傍晚时分，一个人骑
着摩托车回家，路上“狼烟四起”，烟气呛得他不敢张嘴，
眼睛也睁不开，只能眯着眼看路。他十分小心地骑着，结果
为了躲一辆大卡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虽然没生命危险，
但也受了重伤。这个交通事故充分证明了焚烧秸秆的危害大。

秸杆焚烧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他
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阻止农民焚烧秸秆。白天有值班人守
护，晚上派巡逻队。但仍然有许多人不自觉，偷偷地把满地
的秸秆一把火烧了，地里是干净了，确实也省了不少力气，
但自认为聪明的农民却不知自己做了一件蠢事：田里的秸秆
白白烧掉不仅浪费，而且还造成了耕地质量的下降。

焚烧秸秆危害大。人们呀，醒悟吧，不要再焚烧秸秆了!

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七

广大农民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秋收已经来临，你们辛勤的汗水变为丰收的果实。
然而每年玉米收割后，秸秆大部分被废弃或燃烧，污染环境，
危害群众健康和交通安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
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要求要进
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工作，严防死守，确保不发生焚烧秸秆现
象，营造“焚烧秸秆违法浪费，综合利用富民利国”的强大
舆论氛围，努力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的目标，
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能源化综合利用。

露天焚烧秸秆会引发一系列危害。一是焚烧产生的滚滚浓烟
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不仅影响人体健康，而且污染
空气;二是对交通安全构成威胁，焚烧产生的滚滚浓烟直接影
响民航、铁路、公路的正常运营;三是形成新的火灾隐患，近
年来秸秆禁烧导致火灾频频发生，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
损失;四是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焚烧秸秆能直



接烧死、烫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影响作物对土壤养分的
吸收，直接影响农业收益。五是焚烧秸秆所形成滚滚浓烟、
片片焦土，极大破坏了城乡环境形象。同时，秸秆焚烧行为
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引起严重后
果的甚至会触犯《刑法》。

为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生态家园，我们特向广大农民朋友发
出倡议:一要树立环保意识，充分认识焚烧的严重危害性。二
要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做好家人、亲戚、邻里的说
服教育，引导大家支持配合政府工作，管好自己的田块，做
到坚决不焚烧秸秆，争做遵纪守法的楷模。三要切实开展综
合利用，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共建幸
福美好生态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xx环保局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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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燃烧秸秆倡议书篇八

全区广大农民朋友：

露天焚烧秸秆，是重要的大气污染源。每年夏秋二季农作物
收割后的秸秆或被焚烧或被废弃，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环境
问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再现蓝天白云，做一名有责任担当、
遵纪守法的新型农民，确保我区今年禁烧区“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股烟”，现发出如下倡议：

——在思想上消除“秸秆焚烧肥田”误区，充分认识秸秆焚
烧是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对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
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行动上积极投身秸秆禁烧活动，不仅带头拒绝焚烧、
妥善处理自家秸秆，还要主动监督、主动制止他人焚烧秸秆，
人人争做环境保护模范。

——在利用上坚持多管齐下综合开发，通过秸秆切碎还田、
栽培食用菌、制作饲料、固化成型燃料等途径，对秸秆综合
利用、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