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9 E－mail:cpypy＠163.com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宋娅平

电话 67655289 E－mail:yhs_1999＠163.com10
秸秆禁烧：构筑科学利用的“生态防线”

本报记者 成燕 卢文军 文/ 图

夏收麦田里的“对话”

正值“三夏”大忙时节，穿行于郑州各郊县
的田间地头，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田野
味道。在新郑市有名的农业乡——龙王乡数万
亩田地里，大片机械化收割过的麦田齐刷刷留
下十来厘米高的麦茬。远眺一望无际的麦田，
只见经机械粉碎后的秸秆均匀地覆盖在田间，
仿佛给大地编织了一层淡黄色的“生态保护
毯”，踩上去松软极了。

50 多岁的铁李村村民李玉民正顶着火辣
辣的太阳在地里干活。见到记者来采访，他高
兴地与记者攀谈起来。

“我看恁家地都收割完了，麦收时节咱这里
还烧麦茬和秸秆吗？”

“前几年俺也偷着烧过，现在早都不烧了，
乡政府干部 24小时值班巡查，广播车也放大喇
叭整天教育我们焚烧秸秆不好，不但容易发生
火灾还污染环境，其实这秸秆能发电、产生沼
气，用处多着呢。”

听到我们谈秸秆禁烧，在一旁的龙王乡乡
长左超伟接过话茬：“我们乡有 13个村，今夏麦
播数量 3万亩，我们实行的是乡包村、村包户联
防联治制度，乡里出动 6台禁烧宣传巡查车在
各村进行不间断宣传。这几年，村民的秸秆禁
烧意识增强不少，政府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
也积极引导村民多渠道综合利用秸秆。”

正聊着，左超伟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
后，他兴奋地向记者报告这个刚刚收到的喜讯：

“考虑到我们乡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有个老板
想在俺这儿开个“秸秆制煤”厂，过两天准备到
乡里选址。”

无独有偶，从5月底以来，新密市环境监察

大队大队长王红桥就忙碌地奔波在田间地头。
该大队下属的 10 个中队也纷纷下到各乡镇驻
扎，新密市上千名乡村保洁员也加入到声势浩
大的“禁烧巡查大军”，在保洁之余不忘在各村
巡查秸秆禁烧。王红桥告诉记者，现在村民们
采取的秸秆利用方式主要是机械化打碎后用碎
末沤肥，也有部分村民以一亩秸秆 80元左右的
价格卖给当地一家秸秆发电厂，还有人把秸秆
运到沼气池，用来制沼气。

构筑牢固的“生态防线”

发生在新郑和新密的这生动一幕，仅仅是
我市秸秆禁烧工作的一个缩影。从 2004年起，
我市就成立了由环保、农业、林业、公安等多部
门组成的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全市
上下打响了一场以保护生态和群众财产安全为
目标的“生态禁烟保卫战”。连续多年兼任全市
农作物秸秆禁烧办主任的市环保局局长刘炳
辰，每到夏收、秋收时节都倍感压力巨大。因为
全市拥有近 300万亩麦播田，想实现“不烧一把
火，不冒一股烟”的目标绝非易事。

其实，每到夏收和秋收时节，全市各基层乡
镇村干部的作息制度都变成了“白班、夜班”工作
制，他们加班加点在田间地头巡查，发现异常情
况立即处理。市“禁烧办”人员也纷纷下到各自
分包的县（市）进行拉网式排查，严防秸秆焚烧。

秸秆禁烧事关城市生态环境，事关百姓生
命和财产安全，这项工作也牵动着市领导的心。

市委主要领导曾多次批示“一定要把秸秆
禁烧工作做好”，并亲自到基层推动秸秆禁烧工
作的开展。

6月10日下午，主抓环保的副市长扎吐·沙衣热木
带领环保、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来到中原区、荥阳、上街等
处田间地头，拉网式排查秸秆
禁烧。在荥阳市广武镇插闫
村，路边醒目地悬挂着有关秸
秆禁烧的大红条幅，不时有禁
烧宣传车辆驶来进行宣传。该
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实行的是秸秆还田，该村与附
近村庄还实行了联防机制，严
格实行 24小时巡查，发现不良
现象及时制止。上街区收获面
积累计 2 万多亩，秸秆还田面
积近 2 万亩。在该区峡窝镇，
只见大片麦田已完成收割，秸
秆还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次
日早晨，看到郑州出现“轻雾”
天气，扎吐·沙衣热木又带领有
关负责人来到新郑、航空港区
等处检查秸秆禁烧。当看到各

乡镇未发现有焚烧秸秆现象时，大家紧绷的心
放松了许多。

据了解，从 6月 1日起，市环保局、农委、公
安局等部门已组成检查组对分包县（市）区进行
不间断督察，各县（市）区须实行 24小时巡查，
做到有烟必查，有火必罚，有灰必究。按照国家
和省统一部署，我市所辖区域均为禁烧范围，其
中重点区域是：郑州市区及周边；以机场为中
心，半径 15公里内的区域；沿高速公路、铁路两
侧各2公里和国道、省道干线公路两侧各1公里
的区域。为加大秸秆禁烧推进力度，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从6月10日起，凡发现辖区内有一
处焚烧秸秆的，将罚所在县（市）区政府 20 万
元，这一标准比去年翻了一倍。

看着悬挂在田间地头的一条条秸秆禁烧条
幅，听着公路边驶过的宣传车播放着提倡秸秆
回用的广播，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关键词：

“疏堵结合，科学利用”。在“严堵、严罚、严查”
机制为郑州构筑的坚强“生态保护屏障”下，一
个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引人深思：如何引导农民
自觉走上秸秆循环利用之路？能否构建科学完
备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能否探索一个农村
生态环保新机制？

秸秆综合利用空间巨大

“通过提高机械农艺技术，将秸秆机械化粉
碎还田；将秸秆通过沼气池将其转化为生活能
源，也可以对秸秆加强回收利用，送到造纸厂、木
炭厂、秸秆发电厂，实现综合利用。”谈及秸秆的
用途，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部可
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圣勇如数家珍。

然而让他忧虑的是，虽然我省秸秆利用一
直在推进，但目前农村生活用能仍以煤炭为主，
沼气只占生活性能源消费结构的2%左右，且沼
气利用方面是以畜禽粪便为主，秸秆利用量较
小，剩余的秸秆被随意堆放或焚烧，对农村水、
大气环境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而
言，秸秆综合利用大有潜力可挖。

刘圣勇告诉记者，全省的主要农作物秸秆
以小麦、玉米秸秆最多, 所占比重在七成以上。
根据调查，全省秸秆产生类型有一定的地域性，
在全省 18个省辖市中，南阳、周口、驻马店、焦
作、洛阳、郑州等 16个省辖市秸秆产生类型以
小麦、玉米秸秆为主，只有开封市以小麦、瓜菜、
玉米秸秆为主，位于豫南的信阳市秸秆类型则
以水稻、小麦为主。根据《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
规划》，到 2015 年我省粮食核心区粮食生产能
力将达到1250亿斤，预计到2015年全省粮食核
心区粮食秸秆产生量约为 7747万吨。他建议，
这些宝贵的可再生资源不能浪费掉，应该根据
不同地域特点推行科学的秸秆回用办法。

专家的观点也被我市一些地方生动实践

着。在上街区，有关
部门积极引导农民因
地制宜开展还田、氨
化、堆沤、快速腐熟、
加工、保护性耕作、能
源转化利用等综合技
术，在传统秸秆堆沤
或还田后，添加一定
量的生物腐熟剂，缩
短秸秆熟化周期，改
善土壤理化状态，提
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该区峡窝镇南部山区
还推广秸秆轻微贮氨
化技术，实施秸秆养
畜还田。

秸 秆 回 用
“瓶颈”亟待突破

尽管秸秆“浑身是宝”，但在实现其综合利
用的漫漫征途中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河南省可
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张全国“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不彻底解决当前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商品化
程度不高、利用层次低、综合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秸秆焚烧和弃置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及第一提案人，他在去
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三个提案，其中两个与
秸秆综合利用密切相关，分别是《发展低碳农业
的建议》和《强化农村沼气推广能力的建议》。
他指出，在秸秆综合利用中，存在着农作物秸秆
量大、分散、体积蓬松、密度较低、季节性强，收
割机、打捆机等配套设施缺乏，收集储运成本高
等问题，给秸秆的收集、储运带来很大困难，服
务市场难以形成，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制约着秸
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发展。同时，秸秆综合利
用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尚未突破，成为制约
秸秆利用率和利用层次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项短期投资大，长期见效益的工程，
尽管近年全省大力推进农村废弃物能源化、资
源化利用，深入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出台了一些
秸秆综合利用优惠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财力
有限，相应补贴较少或扶持政策滞后，农民和生
产企业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制约了秸
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开发。目前，各地虽然制订
出台了系列秸秆禁烧管理办法和综合利用扶持
政策，但工作机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力度不
够大、落实不到位，影响到秸秆综合利用深入推
进和秸秆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张全国深入分析说，要突破这些“瓶颈”问
题，需要当地政府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根
据秸秆资源量特点，重点突出小麦秸秆、玉米秸

秆资源，分类抓好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
化四类重点利用方式，建立科学实效的秸秆收
储管理体系，做好秸秆综合利用配套产业、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研发等多环节工作。

谈到如何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市环保局局
长刘炳辰也建议说，能否尝试先在一些试点乡
镇建设秸秆综合回用站，同时组织农村贫困劳
动力集中进行秸秆收储工作，政府也可大力推
行以奖代补机制，加快推动各乡构建一条完善
科学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在这些政策的推
动下，通过两到三年的时间，促进我市秸秆回用
率达到80%以上。

经济发达城市的实践经验也许能给我们带
来一些启迪。据了解，上海市已明确了秸秆综
合利用的扶持政策：一是对实施秸秆机械化还
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
业，给予45元/亩的资金补贴。二是对收购本市
秸秆，并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单位，按实际秸秆
收购量给予200元/吨资金补贴。三是对实施秸
秆综合利用的项目，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30%
的资金补贴。四是对购置秸秆机械化还田机具
给予定额补贴。南京也将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政
策性扶持推广力度，到“十二五”末，南京每个乡
镇都要建一个秸秆气化站，加上其他利用途径，
届时，南京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85%以上。

秸秆禁烧的关键是为秸秆找出路，科技水平
决定了秸秆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一只南美
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
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
是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来的“蝴蝶效应”。我们
热切期盼，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领域也能在“榜
样力量”的带动下，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为郑
州生态环境保护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
翻开报纸，转发微博，评论新闻……公众对社会、对

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华南虎”、“躲猫猫”、
“钓鱼执法”、“宜黄强拆”，这些借助媒介迅速蹿红全国的
符号提醒我们，今天，治理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介呈
现、传播甚至放大，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知情、参与、表达和
监督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
也在不断提升。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新闻发言人不
断亮相，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回复留言板、走进直播间，
1700多个政府机构微博随时发布权威信息，各级领导干
部面对聚光灯越来越自信自如，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

当然，变化是一个过程，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
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
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媒介意识的淡
薄。或是躲避媒介，“杞人忧钴”、“响水逃城”等事件，暴
露引导手段的缺失。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
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
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
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
行为“背书”。

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
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
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
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
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
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
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
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
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
督也是正面报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
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
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
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
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
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须养成对突
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
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
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
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
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
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
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
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
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
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
验。 任 言

私路成公害，为何“过不去”
这是“私路”，不是丝路。丝绸

之路打通了中西文明的通道，而这
条“私路”却横亘在中华大地，坐大
成了拦路虎。近日，交通部、发改
委、财政部、监察局、国务院纠风办
共同发出通知，坚决撤销收费期满
的收费项目，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
的收费站，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

这么个通知不是第一次“通
知”公众了，我想可能也不会是最
后一次。因为遵照《公路法》和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用贷款修建的公路“收费还
贷”，一旦还完了贷款，就应停收
撤站。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但
是常识“被通知”多了就变成了难
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记得审计署
报告多次警示，地方政府犯有四
项“过错”：一是公路未使用贷款
或贷款已还清，但仍收费；二是在
国家明文禁止的三级公路上收
费；三是采用“一站多点”的办法，
异地设置收费站；四是未建公路
先收费或边建边收。

五部委如今痛下杀手，我们
相信这些拦路虎会就此伏法。但
我们更害怕的是，地方相关部门
此路不通绕道走。前些年，就有

许多地方将高速公路经营权暗度
陈仓转让给民营或国有控股企
业，将公益事业变成了经营业
务。譬如当初修建首都机场高
速，总投资不过10余亿元，但收完
3年后，突然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接
着收费。即使审计署痛批该路存
在严重收费问题，问题最后依然
不了了之。

举着公路的牌子，打着公益
的名义，却干着“私路”的勾当，这
是当下公路收费神话难辨真假、
畅行无阻的秘密所在。让公益的
回归公益，私人的归私人，两条路
各走各的。政府别公私不分，把
收费公路当成什么“第二财政”，
做了私利的挡箭牌，让公益变成
了公害。 美 堂 文/图

减税让利政策从个税率先突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15日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布了
自今年4月25日16时至5月31日
24时期间，社会公众对个人所得税
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原汁原味”
地向公众梳理呈现了来自 82707
位网民的237684条意见、181封群
众来信、11 位专家和 16 位社会公
众的意见。(6月16日 中国网)

对全国人大“原汁原味”公布
公众意见表示充分肯定和赞赏。
这是实实在在的开门立法，这是对
民意的尊重和敬畏，这是建立一部
科学合理、符合民众诉求的个税法
的最重要基础。

这次个税法公开征求意见有
这样几个特点：参与人数多，高达

8 万多人；所提意见多，高达将近
24万条；形式多样，网民在网上提
意见、群众来信、人大召开专题座
谈会等；所提意见内容丰富，包括
起征点高低、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
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
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结构、进一步
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等内容。但
是，网民、民众提意见最多、最集
中、最关心的还是起征点。

从公众对起征点意见看，赞
成以 3000 元作为起征点的 12313
人，占 15%；要求修改的 39675 人，
占 48%；反对的 28985 人，占 35%；
持其他意见的1563人，占2%。综
合一下可看出，要求修改和反对
3000元起征点的占83%，也就是说

有高达 68660 人对 3000 元起征点
有意见。笔者分析后得知，全国人
大按照月收入和职业划分了10类
群体，除了月收入 3000 元以下和
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承租经营者赞成3000元起征点的
比例分别为24%和21%以外，其他
8类群体赞成者都在17%以下。这
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网上一些
意见建议适当提高起征点，数额从
3500元至10000元不等，其中较多
建议提高至5000元。”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从座谈会、网络意见和一些专家在
媒体发表意见看，一部分专家认为
3000元起征点不低了，过高可能造
成收入越高纳税越少的新的不公

平。特别是参加座谈会的社会公
众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务系
教师曹建韬要求将起征点降到
2500元。这些意见与多数网民、群
众意见形成鲜明对立。

全国人大月底将再审个税法
草案。这将面临两个选择：是依
据 85%的民众意见修改 3000 元起
征点，依据多数网民意见将起征
点提高到5000元？还是依据少数
专家以及少数人的意见维持3000
元甚至降低呢？以笔者看，在个
税法草案起草阶段一些专家特别
是税务专家的意见已经容纳进去
了甚至有些专家本身就是起草人
之一。人大之所以再公开征求意
见，笔者理解主要是征求民众意

见。这次高达 83%的民众要求修
改和反对 3000 元起征点，并且赞
成提高5000元者又占多数，因此，
应该充分听取民意。至于专家认
为，起征点越高会使得收入越高
者纳税相对越少问题，笔者认为，
应该通过提高高收入梯次税率来
解决。

从启动居民消费的急迫性来
看，从减轻工薪阶层税负负担来
看，从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
不公来看，从迅速遏制我国民生问
题日趋严重状况看，当务之急是对
民众实施大幅度减税让利政策，其
中个税应该率先突破。因此，建议
全国人大将个税起征点调至5000
元为宜。 锐 敏

责令“缴赃”不如源头“截赃”
浙江省卫生厅14日表示，

对之前被曝光的“温州百名医
生吃药厂回扣”一事高度重
视。又称，浙江省半年来医务
人员已主动上交回扣款、礼
卡、礼券、礼品等约 1800 余万
元。(6月15日《南方日报》)

仅半年时间医务人员就
“缴赃”1800万元，单纯从数字
来看，浙江省卫生厅的专项整
治活动不可谓不是“成效卓
显”。然则，正处于清理的活
动中，“温州百名医生吃药厂
回扣”的事实表明，医务人员
在一边“缴赃”的同时，一边还
在“收赃”。

对此，不能否认清理活动
的力度大，但是成效甚微，而
这恰恰证明了医疗药品购销
领域的利益之惑有多大。事
实上，从2006年开始的反商业
贿赂集中整治行动，医疗药品
购销便是重点领域，但依然未
能阻止“医药代表”、甚至是

“专业贿赂公司”的泛滥。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医

药代表”、“专业贿赂公司”实
质是利益的代表，是附着在药
品上暴利分配的执行人。他

们的泛滥，实质上也是药品品
种过多过滥的具体体现。他
们所代表的药品企业或者代
理的药品，往往都是将已有的
药品改个名称，换个包装，申
请个批文，披上合法的马夹
后，价格便是相同配方、相同
剂量药品的几倍、甚至几十
倍。

过于虚高的利润，衍生出
多个环节的高额分配，才会导
致医务人员拿回扣成为一种
潜规则。潜规则之下，抛开利
益的诱惑之外，医务人员个人
的意志还会受到群体利益的
制约，不拿回扣相反还会被同
行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挤。

责令“缴赃”不如清理“赃
之源头”。既然问题的根子在
药品上，那么就应针对药品价
格虚高的现象，以药品成分为
主要参考标准，对相应的品种
进行清理与压缩，将价格虚高
的品种逐步责令停产与退市，
按照有利竞争的原则将相同
的 品 种 保 留 到 可 控 的 范 围
内。唯有如此，非法的利益没
有了依附，医务人员的回扣又
从何而来呢？ 木 须

 





























每到夏收、秋收时节，各县（市）都会派出禁烧宣传车向村民宣传。
图为新密市出动的秸秆禁烧宣传车正在巡回宣传。

“三夏”时节，全市麦播面积近300万亩，农民们采用最
多的秸秆回用办法还是机械化粉碎后还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