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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西省晋中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两高”行

业产能

控制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焦炭产能 130 万吨，其中：山西金昌煤炭气化有限公司淘汰焦炭产能 60 万吨、山

西神龙能源焦化有限公司淘汰焦炭产能 70 万吨。

4.3 米焦炉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 4.3 米焦炉关停方案，推动 4.3 米炉龄 10 年以上的焦炉关停工作。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

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实施“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发现一起整治一

起，分类实施关停取缔、搬迁和原地提升改造。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完成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畜禽养殖、乳

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9 月底前，基本完成

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畜禽养殖、乳制品制造、家

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其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证率不少于 40%；11 月底前发证率不少

于 80%；12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年度核发任务。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持证执行情况合规性检查，未按规定领取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按

无证排污责令停产；不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污的，依法处罚。

钢铁超低排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钢铁）公司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 3台烧结机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积极推进其他有组织、清洁运输超

低排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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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2019 年完成无组织排放改造 77 家、涉及 92 个生产环节及点位。其中：混凝土搅拌站
2 家、水泥制品企业 7 家、炼焦企业 7 家、垃圾处理企业 1 家、铸造企业 2 家、耐火
企业 4 家、煤炭发运站 17 家、水泵制造企业 1 家、电力生产企业 4家、煤炭开采洗选
企业 20 家、肥料制造企业 1 家、铁矿采选企业 4 家、煤制品制造企业 1家、石料开采
企业 1 家、砖瓦企业 1 家、煤炭综合利用企业 4 家。

玛钢行业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太谷县制定玛钢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开展对标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企业停产整治。

炭素行业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按照《晋中市炭素行业深度治理实施方案》（市环发〔2018〕26 号）要求对全市所有
炭素企业开展“回头看”，对不能达到治理要求的企业依法实施停、限产治理。

玻璃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电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控制。

洗煤行业升级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煤炭洗选行业产业升级实现规范发展的意
见》（晋政办发〔2019〕58 号）要求，10 月底前完成实施方案制定和备案，11 月起
组织实施，2020 年底完成目标任务。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树立行业标杆，完成介休市化工循环工业园区集中整治。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散煤治理 10.3365 万户，其中，气代煤 1.873 万户、电代煤 0.9571 万户、集中供
热替代 7.0536 万户、余热替代 0.1385 万户、其他清洁能源替代 0.3143 万户，共替代
散煤约 40 万吨。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约 30 万吨。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开展路检路查严禁劣质煤进入禁
燃区。对民用散煤销售企业抽检覆盖率 100%，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
法处罚。对使用散煤的居民用户煤质进行抽检。

采暖季 SO2浓度

控制
2020 年 3 月底前

2019—2020年秋冬季期间开展二氧化硫管控，全市二氧化硫小时浓度不超过600微克/立

方米，平遥县、介休市二氧化硫浓度力争下降 50%以上,灵石县、太谷县、祁县二氧化

硫浓度力争下降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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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下达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

淘汰燃煤机组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关停左权鑫源燃煤机组 1 台（2.5 万千瓦）。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善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全市域基本淘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不含未纳入清洁取暖改造范围的农村自建小区

燃煤锅炉），约 245 台共 998.95 蒸吨。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31 台共 3075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积极有序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改造，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87 台共 651 蒸吨。

生物质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11 台共 158.4 蒸吨。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较 2017 年增加 120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20 年 3 月底前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按照宜

铁则铁的原则，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推动介休瑞汇达能源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建设、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铁路专用线建

设。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尿素质量

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尿素质量监管，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300 个批次以上，

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80 次以上。对油库（含内部加油站）抽

查比例每月不少于 30%，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对大型工业企业自备油库油品质量专

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从柴油货车

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5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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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环境管理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

2019 年 10 月底前 主要物流通道及城市主要入口建立综合检测站 6 个，开展多部门全天候检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0 个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长期坚持 对运输企业大户和用车企业大户（柴油货车20辆以上）开展入户监督抽测100辆次。

2019 年 12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

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推广使用“驾

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环境部门取证，

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罚，并由交通部

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 辆以

上。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主

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开展建筑工地、拆迁作业整治，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长期坚持
开展建成区过境河道、干渠扬尘整治，杜绝河道、干渠倾倒建筑渣土、生活垃圾等扬

尘污染物，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清洁施工。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5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土石方建筑工地在扬尘作业场所和工地车辆出入位置安装在线监

测和视频监控（其中，视频监控应满足对工地作业场所和工地车辆进出情况监控），

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长期坚持

加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应用，现场在线监控PM10数据小时均值达250微克/立方米时，

施工单位应停止扬尘作业，拒不执行的，由行业主管部门予以查处，并将不良信息纳

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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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开展城乡结合部道路、国省干线公路扬尘整治，以及城市市政道路保洁整治。市城区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5%，县城区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1.5%。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开展建筑渣土运输整治，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

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开展裸露地面整治，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

时清理的必须采取苫盖等抑尘措施。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扬尘整治，减少扬尘污染。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市、区）降尘量不超过 9 吨/月·平方公里，达不到要求的各县（市、区）制定

降尘管控方案，减少降尘量。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煤气发生炉 7 台。

清洁能源替

代一批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

替代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3台耐火材料制品制造煤气发生炉和1台石灰和石膏制造煤气发生炉天然气替代。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深度治理共 167 台，其中：玻璃行业 52 台，铸造行业 3 台，耐火材料制品制造行

业 71 台，石灰制造行业 25 台，建材行业 3 台，砖瓦行业 1 台，化工行业 8 台，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行业 1 台，建筑陶瓷制品制造行业 3 台。

监控监管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8家煤化工企业、67 家工业涂装企业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

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8家煤化工企业、67 家工业涂装企业建设适宜的治污设施。

精细化管控 全年 8家煤化工企业、67 家工业涂装企业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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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专项检查。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现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在线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

减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

排清单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

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

对钢铁、电力、建材、焦化、有色、化工、矿山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

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停止柴油货车进出厂区；重点用车企业要

安装管控运输车辆的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监控数据至少保存1年以上。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析，

追溯相关方责任。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重污染天气车辆管

控平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设移动源综合管控平台，加强重点企业门禁系统监管。

道路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在主要物流通道建设道路空气质量监测站 3 个。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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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山焦盐化四厂和永济凯通印染厂退城搬迁工作。

化工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风陵渡园区 8 家化工等企业进行深度治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煤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化解煤炭产能 60 万吨（平陆大金禾煤业）。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焦炭产能 60 万吨。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全年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完成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畜禽养殖、乳

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9 月底前，基本完成

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畜禽养殖、乳制品制造、家

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其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证率不少于 40%；11 月底前发证率不少

于 80%；12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年度核发任务。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持证执行情况合规性检查，未按规定领取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按

无证排污责令停产；不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污的，依法处罚。

钢铁超低排放 2019 年 12 月底前
钢铁企业达到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完成 3 家钢铁企业（建龙、高义、宏达粗钢产能

1035 万吨）超低排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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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钢铁、建材、有色、火电、焦化、铸造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等物料（含废渣）

运输、装卸、储存、转移和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全年完成无组织排放改

造 109 家。

洗煤厂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9月底前制定洗煤厂专项整治方案；年底前取缔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

河津市区域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全市 21 家石料厂实施停产整顿，并逐步实施关停取缔，5 家石料加工厂予以关停

取缔；完成 11 家焦化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改造任务；增加清扫车、抑尘车，加大清扫

频次；完成全市 40 家高钙灰、50 家洗煤及储煤企业产能压减 50%整治工作。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散煤治理 16 万户，其中，气代煤 24506 户、电代煤 48857 户、集中供热替代 79550

户、可再生能源 7520 户，共替代散煤 48 万吨。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2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替代 12 万户。

煤质监管

全年
对民用散煤销售企业每月煤质抽检覆盖率达到 10%以上，全年抽检覆盖率 100%。对使

用散煤的居民用户煤质进行抽检。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

的，依法处罚。严控散煤销售。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0 月底前

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要及时划定为“禁煤区”，并扩大中心城区禁煤区范围，

禁止散煤进入，防止散煤复燃。依法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禁煤区划定
各县（市、区）划定

禁煤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河津、临猗、稷山、新绛、闻喜、夏县等县（市）划定禁煤区。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下达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

优化煤炭使用结构 全年 2019 年非电用煤量较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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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善锅炉管理台账，实施清单管理。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市域范围内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燃煤锅炉 207 台 1371.8 蒸吨。盐湖区、

稷山县、河津市、新绛县、闻喜县率先完成 35 蒸吨以下 126 台燃煤锅炉淘汰。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6 台 2965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09 台 641.2 蒸吨。

生物质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生物质锅炉淘汰 4 台，超低排放改造 1 台。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长 70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按照宜

水则水，宜铁则铁的原则，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或“公转水”方案。

推进王家岭煤矿、新绛物流铁路专用线建设。

发展新能源车 全年
新增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城市物流车辆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比例

达到 80%。

老旧车淘汰 全年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

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710 个批次，实现年度

全覆盖。开展大型工业企业和机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做到季度全覆盖。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100 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

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

样品各 100 个以上。



— 37 —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 7 个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站，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并投入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两轮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检查，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建立柴油货车用车大户管理台账，按照“双随机”模式增加定期和不定期抽测频次。

检测数量不低于 300 辆次。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立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

黑名单，实现与公安交管、交通等部门信息共享并动态管理。

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 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

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

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2 月底前 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并按照禁用区公告要求进行严格管控。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秋冬季期间加强对进入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内作业的工程机械的监

督检查，抽测车辆达到 100 辆以上。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主

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

管部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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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秸秆综合

利用

长期坚持

加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应用，现场在线监控 PM10小时均值达到 250 微克/立方米时，

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扬尘作业，拒不执行的，由住建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并将施工单

位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列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市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75%，县城达到 65%。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输

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苫

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市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河津市不高于 12 吨/月·平方公里，芮城县

不高于 10 吨/月·平方公里。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煤气发生炉 86 台。淘汰化肥行业间歇式煤气发生炉 9 台。

燃煤加热、烘干炉

（窑）等炉窑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燃煤加热、烘干炉（窑）26 台。

清洁能源替

代一批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

替代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36 台炉（窑）天然气替代，完成 6 台电能替代。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焦化行业炼焦炉（窑）23 台废气深度治理；完成陶瓷行业焙烧炉（窑）废气深

度治理 8台 5000 万平方米墙砖产能；完成铸造、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 275 台熔化炉

废气深度治理；完成建材等行业 182 台焙烧炉废气深度治理。

氧化铝行业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氧化铝行业煤气发生炉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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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日用玻璃行业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配套建设高效脱硝设施，NOx 排放稳定达到 400 毫克/立方米,若不能取消旁路，则要

建设备用脱硝设施。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有色冶炼行业、化工、造纸等行业安装自动监控系统共 31 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制定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VOCs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工业涂装企业开展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油墨替

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99 家企业等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48 家工业企业 VOCs 治理。

精细化管控 全年 对 57 家工业企业已有 VOCs 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 VOCs 去除效率。

油品储运销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专项检查。

大气污

染综合

治理

开展专项执

法行动
执法检查

2019 年 10 月底前 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重点工作部署会，开展扬尘、机动车、VOCs 专项检查。

2019 年 10 月底前

通过百日清零行动，开展大气污染重点工作专项督查。按照《运城市违法排污大整治

“百日清零”行动方案》，实现“禁煤区”散煤清零、“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燃

煤锅炉淘汰任务清零、城市建成区扬尘污染问题清零、机动车冒黑烟现象清零，督促

完成工业企业提标改造任务和 VOCs 专项整治任务。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长期坚持

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实行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

应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以上企业、铁路货场、物流

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建设完成重污染天气车辆管

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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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析，

追溯相关方责任。

道路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中心城区 100 辆出租车上安装移动监测仪，并实现数据联网。

机场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机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源排放清单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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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制定钢铁和焦化布

局意见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钢铁和焦化布局调整意见制定并组织实施。

铸造、洗煤、煤焦发

运站专项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按照取缔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的要求，完成铸造、洗煤行业专项整治。按照

《临汾市煤焦发运站环境综合整治方案》要求完成煤焦发运站环境综合整治，对未

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实施停产整治。全市洗煤行业专项整治按照《临汾市洗煤

企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完成一城三区洗煤企业专项整治取缔关闭和淘汰退

出两项任务。

建成区及周边重污

染企业搬迁退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佛塑集团临汾经纬分公司企业实施停产并启动搬迁，完成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

有限公司（钢铁部分）、山西远中焦化有限公司、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和山

西顺泰实业有限公司关停退出。

压减煤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化解煤炭产能 330 万吨。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过剩产能 227 万吨。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全面组织排查，建立清单，分类实施整治。进一步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

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散乱污”集群综合

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根据排查情况，在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同时，对“散乱污”企业较为集

中的区域同步进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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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基本完成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行业排污

许可证核发；畜禽养殖、乳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其他行业排污许可

证发证率不少于 40%；11 月底前发证率不少于 80%；12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排污许

可证年度核发任务。

钢铁超低排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基本完成 11 家（产能约 1300 万吨）钢铁（含连铸和铁合金）企业有组织和无组织

超低排放改造。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19 家焦化企业（产能约 2000 万吨）、6 家水泥熟料生产企业（产能 540 万吨）

（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输送以及生产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实施环境综合整治，规范园区污染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强化

园区及周边扬尘污染监管，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

利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0 月底前 推进洪洞县、曲沃县、襄汾县重点工业园区完成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散煤治理 10.53 万户，其中，气代煤 4.05 万户、电代煤 2.06 万户、集中供热

替代 4.05 万户、地热能替代 0.017 万户、其他清洁能源替代 0.3546 万户，共替代

散煤 36.8 万吨（每户 3.5 吨）。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替代 21.45 万户。

煤质监管 全年

优质煤供应点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民用散煤销售企业每月抽检率 10%以上，

全年抽检率 100%；对使用散煤的居民用户煤质进行抽检，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

煤行为的，溯源销售单位，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根据清洁取暖改造实际，将各县市区建成区和清洁取暖覆盖区划定为禁煤区和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2019 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较 2018 年实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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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锅炉综合

整治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全市基本淘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共 172 台 708 蒸吨。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基本完成保留的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共 48 台 5420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基本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共 492 台 4140 蒸吨。

生物质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县城建成区内 5 台生物质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或淘汰。

运输结

构调整

结构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临汾市范围内的南同蒲铁路侯马至风陵渡（华山）段扩能改造，2019 年铁路货

运量比 2017 年增加 150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按照

宜铁则铁的原则，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加快重点企业铁路专用线建

设，大幅提高铁路运输比例。加快推进洪洞恒富煤焦集运站铁路专用线、中南铁路

蒲县专用线、安泽永鑫铁路专运线以及张台地方铁路等项目建设进度。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 446 个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

油共计 800 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对大型工业企业和机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

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

抽检尿素 100 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0 月底前

2019 年 9 月底前开展黑加油站点打击行动，严厉打击取缔黑加油站（点），对使用

端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秋冬季攻坚期间对黑加油站点整治工作进行动态检查，严

防死灰复燃。开展重点用油工业企业、公交场站等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做到季

度全覆盖。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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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

2019 年 10 月底前
在市区周边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设立 5 个综合检查点，开展路查路检，对车辆

实施抽检。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2 个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

入黑名单，实现与公安交管、交通等部门信息共享并动态管理。推广使用“驾驶排

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环境部门取证，

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罚，并由交通

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用车大户入户检查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对柴油车超过20辆的用车单位及运输企业开展尾气入户抽查抽检1500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各县（市、区）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机场、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 辆以上。

机场岸电 2019 年 12 月底前 机场岸电廊桥 APU 建设 6 个，做到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加强对全市 199 座露天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方案落实指导监管。对其中 2020 年 1 月

份采矿许可证到期的露天矿山企业列入核查清单进行核查，对露天矿山企业核查中

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及建议，限期整改。对整治不到位的未通过验收的露天矿

山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名单，并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把扬尘治理和各方责任主体信用管理体

系相结合，将扬尘治理不达标的行为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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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

管部门联网。

长期坚持

加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应用，现场在线监控PM10小时均值达到250微克/立方米时，

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扬尘作业，拒不执行的，由住建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并将施工

单位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列入建筑市场主

体“黑名单”。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加大道路清扫力度，城市区域道路清扫严格执行有关清扫制度，提高机械化清扫率、

加大洒水力度，232、309、108、桃临线等重污染路段要及时处治路面病害，加大

洒水抑尘力度，有效提高公路通行能力。

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定期对公路沿线的设施进行清洗、维修，对道路平交道口、

沿路门店前未硬化区域进行硬化。

市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稳定达到 75%，县城达到 65%。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以内。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2019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8%。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煤气发生炉 1 台。

烧结机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烧结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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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清洁能源替

代一批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

替代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铸造企业煤改电替代，其中熔化炉 5 台，热处理炉 2 台，熔炼炉 4台；完成建

材企业煤改气替代，其中加热炉 1 台、干燥炉 5台；完成铸造企业煤改气替代，其

中热处理炉 3 台，熔化炉 1 台；建材企业 1 台焙烧炉实现集中供热。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焦化行业深度治理炼焦炉 24 座，加热炉 4 台，完成铸造行业熔化炉深度治理

57 台；完成石膏厂深度治理加热炉 1 台，干燥炉 8 台。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6 个行业安装自动监控系统并与市平台联网共 235 台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0 月底前 1 家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0 月底前

10 家焦化企业、7 家化工企业、5 家工业涂装企业、1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通过采取

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其中酚氰废水必须加盖密闭，焦炉浮顶罐废气必须收

集处理，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 36 家企业 VOCs 综合治理建设适宜高效的治

污设施。

精细化管控 全年
2 家化工企业、19 家焦化企业（化产工段）、2 家工业涂装企业、1 家包装印刷企

业等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油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3 座储油库等完成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 2 个加

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推进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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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园区和

企业集群综

合治理

集中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安泽工业园区内永鑫煤焦化有限公司、山西太岳焦化有限公司化产工段，配备高效

废气治理设施，持续开展泄漏和检测管理。襄汾县万鑫达焦化、建韬万鑫达企业集

群、襄汾县河西晋能焦化、宏源焦化、光大气源焦化等企业集群化工工段，配备高

效废气治理设施，持续开展泄漏和检测管理。

统一管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全市范围内正常生产的 19 家焦化企业，实施 VOCs 治理，在用燃气、燃煤锅炉实施

低氮改造，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配备高效废气治理设施，持续开展泄漏和检测管理，

重点生产区域安装 VOCs 在线监测仪，数据上传至管控治一体化平台实施统一监管。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纳入重点排污企业名录的 VOCs 排放重点源主要排污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以上企业、铁路货场、物

流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2019 年 12 月底前建设

完成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乡镇（办事处）空气

质量监测站和企业

监测站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尧都区增设乡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19 个（含已建 7 个）；重点行业建设

企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49 个。并与市级平台联网。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1 月底前 在市区建设一个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监测站点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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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

析，追溯相关方责任。

机场空气质量监测

站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机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

断系统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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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吕梁市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钢铁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炼钢产能 140 万吨。

压减水泥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水泥产能 20 万吨（石楼齐鲁水泥）。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离石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焦化三厂公司（71 万吨）、山西吕梁耀龙煤焦铁有限

公司（40 万吨）、山西新星冶炼集团有限公司（60 万吨）、山西楼东俊安煤气化

有限公司（40 万吨）等 4家企业焦炭产能 211 万吨。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完成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畜禽养殖、

乳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9 月底前，基本

完成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畜禽养殖、乳制品制

造、家具制造、人造板制造等其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证率不少于 40%；11 月底前发

证率不少于 80%；12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年度核发任务。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持证执行情况合规性检查，未按规定领取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按无证排污责令停产；不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污的，依法处罚。

钢铁超低排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炼铁 388 万吨，炼钢 535 万吨）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文水海威钢铁有限公司（炼铁 483.5 万吨，炼钢 330 万吨）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不

得恢复生产。

铸造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铸造行业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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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橡胶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橡胶行业综合治理。

洗煤厂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9月底前制定洗煤厂专项整治方案；年底前取缔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14 户铸造企业，27 户水泥企业等完成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

输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全市 783 家企业 1794 个生产环

节和节点全部完成治理。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树立行业标杆，开展交城经济开发区、孝义开发区、文水开发区等 3 个工业园区集

中整治，同步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企业升级改造。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

利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改造。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城区集中供热 1327 万平方米；完成农村地区气代煤 4.67 万户、电代煤 4.07

万户、集中供热 14.44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设置民用洁净煤供应点 81

个，推广替代 4.0089 万户。

煤质监管

全年
对民用散煤销售企业每月煤质抽检覆盖率达到 10%以上，全年抽检覆盖率 100%，对

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民用散煤的，依法处罚。对使用散煤的居民用户煤质进行抽检。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

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0 月底前

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要及时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防止散煤复燃。依法

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全市煤炭消费总量较 2018 年削减 30 万吨。

全年 2019 年非电用煤量较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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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锅炉综合

整治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全市范围内所有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汾阳、孝义、文水、交城完成

辖区范围内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全年淘汰燃煤锅炉 574 台 1593 蒸吨。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全市 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和市县建成区燃煤供热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共计 33 台 3585 蒸吨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154 台 781.5 蒸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生物质锅炉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3 台 12 蒸吨生物质锅炉高效除尘改造。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利用兴县蔡家崖集运站、兴县肖家洼铁路专用线、兴县豫能兴鹤铁路集运专用线、

临县北集运站、柳林孟门集运站、文水海威钢铁集运站、岚县太钢专用线，加快实

施物料运输“公转铁”。

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加 150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全年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按照

宜铁则铁的原则，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推动临县车赶集运站、兴县赵家塔铁路专用线、岚县社科集运站等 6个集运站和专

用线的建设。

发展新能源车 全年 城市建成区新增公交、环卫、出租的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

老旧车淘汰 全年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

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 437 个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

油达到 300 个批次以上，力争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重点用油工业企业、公交场站

等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做到季度全覆盖。对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

抽检尿素至少一次，力争实现全年加油站全覆盖。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继续深入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秋冬季期间对黑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

行动态检查，严防死灰复燃。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

素样品各 10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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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

2019 年 10 月底前 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建立 5 个检测站，开展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24 个次，实现全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柴油车超过 20 辆的用车单位和运输企业开展不少于 10 户的监督抽测。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立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

入黑名单，实现与公安交管、交通等部门信息共享并动态管理。推广使用“驾驶排

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环境部门取证，

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罚，并由交通

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备案登记 2019年12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 辆

以上，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机场岸电 2019 年 12 月底前 机场岸电廊桥 APU 建设 4 个，做到全覆盖，提高使用率。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

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矸石山综合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114 个矸石山完成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全市矸石山达到治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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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其中，视频监

控应满足对工地作业现场和车辆进出情况监控要求），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长期坚持

加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应用，现场在线监控PM10小时均值达到250微克/立方米时，

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扬尘作业，拒不执行的，由住建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并将施工

单位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列入建筑市场主

体“黑名单”。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设区市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县城达到 70%。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建立管理制

度，严格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汾阳市淘汰 2 台煤气发生炉。

焙(煅) 烧炉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孝义市淘汰 49 台焙(煅) 烧炉。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29 家焦化企业严格执行焦化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相关规定，2家完成特别

排放限值改造，全市保留的 31 户焦化企业 2898 万吨产能稳定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全市完成包括钢铁、焦化、水泥、陶瓷、砖瓦、耐火材料等行业在内的 550 座工业

炉窑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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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铝工业行业（氧化铝）安装自动监控系统共 10 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吕梁市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未完

成深度治理的全部停产或淘汰。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29 家焦化、37 家再生胶企业、其他 35 家企业共 101 户企业等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

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其中酚氰废

水必须加盖密闭，焦炉浮顶罐废气必须收集处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29 家焦化、37 家再生胶企业、其他 35 家企业共 101 户企业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

施。

精细化管控 全年
29 家焦化、37 家再生胶企业、其他 35 家企业共 101 户企业等推行“一厂一策”制

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中石化所属 3个加油站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安装，推进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29 家焦化、1 家甲醇厂、1 家无机盐制造共 31 户企业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共 112 套。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交通部门对使用量 10 辆以上的企业物流园区等源头企业进行加强监督，在重污染

天气时加强管控措施，严格限制车辆出厂情况，积极推动源头企业安装门禁监控系

统进行管理。建成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实现使用量 10 辆以上源头企业门禁

系统与平台联网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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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成吕梁市区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建设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 5 套，实现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

析，追溯相关方责任。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

断系统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机场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机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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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及

化工企业退出搬迁

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洪恩化工、富钦耐火等 9 家企业关闭退出。黎明化工科工贸总公司等 6 家企业转型转

产。中信重工等 3 家企业就地改造。

两高行业产

能控制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列入淘汰退出清单的洛阳榕拓焦化减少煤炭消费 60%。

压减玻璃产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关停伊川县永生玻璃有限公司平拉玻璃生产线（2.2 万吨/年）。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及集

群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

起，取缔一起，确保动态清零。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磷肥制造、汽车制造、电池制造、污水处理厂、热力生产和供应、酒及饮料制造、

畜禽养殖等 19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重点行业超低排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水泥熟料（4 家）、玻璃（4 家）、电解铝（5 家）、炭素（3 家）企业超低排放

治理。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15 个行业（718 家）企业开展无组织排放治理复查复核，开展对物料（含废渣）运输、

装卸、储存、转移、输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 57 —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城市区和“六组团”省批产业集聚区聘请环保专家，建立“专家指导+园区监管+环保

执法”的环保监管机制，结合园区实际制定园区环境治理方案，通过整治实现园区企

业合法生产，所有企业环保达标，园区环境管理规范，园区基础设施完善。

2019 年 10 月底前
孟津华阳产业区、吉利石化产业园区等 2 个产业区建设恶臭电子鼻监控预警体系，开

展溯源预警。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利

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18 个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年 11月 15日前
按照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要求，加大清洁能源替代力度，完成居民取暖“双替代”21

万户，其中电代煤 18.5 万户，气代煤 2.5 万户。

洁净型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禁煤区范围内的洁净型煤加工厂和配送网点退出市场，禁煤区外推广使用洁净型煤。

煤质监管 全年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生产流通领域煤质监管，每月对洁净型煤生产企业抽检一次（申

请停产的除外）。市生态环境局监察支队开展重点用煤工业企业煤质专项检查，对使

用劣质燃煤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管理
强化禁燃区管理 全年

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燃煤散烧设施动态清零，依法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单位进行处罚。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总量削减 全年 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省下达的目标以内。

淘汰燃煤机组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关停洛阳华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5.5 万千瓦燃煤机组。

锅炉综合

整治

燃煤锅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空空导弹研究院拆除 4 台燃煤锅炉。

燃油锅炉提标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15 台 36.8 蒸吨燃油锅炉提标治理。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153 台（1078 蒸吨）4蒸吨及以上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

生物锅炉提标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35 台 222 蒸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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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2019 年全市铁路货运量达到 1525 万吨以上，火电、电解铝、钢铁、焦化、装备制造

等重点行业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达到 32%。

铁路专用线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新安万基集团、伊川伊电集团、中储洛阳物流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建设。开展大

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推进大宗

货物“公转铁”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3500 辆，完成公交、市政、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

流快递、景区观光、社区警务等行业 40%。

老旧车淘汰 全年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1220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市商务局对生产领域汽柴油每月抽检 6个批次。7-12

月共抽检 36 个批次。开展大型工业企业、机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做到季度全

覆盖。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100 次以上，打击劣质车用尿素

销售。

打击黑加油站点 秋冬季期间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

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

使用终端油品尿素质

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在车辆集中停放地对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100个

以上，溯源追根，移交市场监督管理局，打击劣质油品、劣质车用尿素销售商家。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停

放地和用车大户检验力度，抽检户数不少于 80%。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多部门综合检测站 18 个，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并投入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2 家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立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

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推广使用“驾

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落实“环保取证+公

安处罚+交通监督维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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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环境

管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控制区域的监管，开展监督执法。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现有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机场、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0 辆，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开展露天矿山排查，建立管理清单；对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

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七个百分之百”控尘措施，落实“一岗双责”，“管项目必须管

环保”，推广第三方污染治理模式，严查扬尘污染行为。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建立施工工地分级分包监管责任台账，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及以上施工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

联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制定并落实《洛阳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方案》，全面推行“路长制”，实施“以克论净”

考核。城市道路“以克论净”合格率 90%以上。组织开展城市清洁行动。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格渣土车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车运输做到全封闭。严查渣土车的运输许可证、

准运证、车辆带泥上路、私拉乱倒、沿路抛撒、车容车貌、密闭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苫

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市及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吨/月·平方公里。市区及县城建成区降尘量

不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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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炉

窑综合

治理

淘汰一批

燃煤加热炉燃煤烘干
炉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进一步加强监管，发现一起，淘汰一起。

中频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98 家铸造企业淘汰 242 台无磁轭铝壳中频炉。

清洁能源替

代一批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
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11家工业企业12台炉窑的天然气替代，完成2家工业企业3台炉窑的电能替代。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有色、耐材、刚玉、砖瓦等行业 258 家企业工业炉窑废气提标治理。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94 家涉气企业完成在线监控设施建设并联网。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工业炉窑专项执法检查活动，9月份出台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VOCs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要求，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已不
再使用高挥发性有机物涂装材料，2019 年 12 月底前，对全市相关行业再进行一次大
排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 VOCs 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回头看”，查漏补缺，治理到位。

精细化管控 全年
79 家包装印刷企业、135 家工业涂装企业、41 家化工企业、1家石化企业推行“一厂

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环境监管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辖区汽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0 月底前
积极推进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和中石化、中石油储油库安装油气回收

VOCs 自动监控设备，并推进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年 10月 20日前 完成 31 家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印刷包装 VOCS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应急

预案及减排

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减排清单夯实减
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

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管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次以上企业、铁路货场、物流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

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启动建设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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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3-5 个。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0 月底前 城市区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析，

追溯相关方责任。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

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建设

全年 按照省厅要求，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道路空气质量检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在主要物流通道（城市环城路、环城高速口、机场路口、新 310 国道重点地段）建设

道路空气质量微型检测站 10-15 个，纳入微站管理系统。

推进机场空气质量监

测站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洛阳北郊机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9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秋冬季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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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门峡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加快推进三门峡电熔刚玉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3 万吨高纯氧化铝基复合新材料）退

城入园搬迁改造。

化工行业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关闭退出 2 家年产 18 万吨尿素企业（灵宝兴华化工有限公司、三门峡金茂化工有限

公司），完成升级改造搬迁至化工园区 1 家（义马鸿业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散乱污”企

业和集群综合

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长期坚持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实施动态清零。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核发完成畜牧业、食品制造业、砖瓦等 22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3家 1万余吨/天产能水泥企业完成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输送

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非电行业提标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 3 家水泥、2家炭素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年11月15日前 完成“双替代”供暖 9 万户，其中，气代煤供暖 0.7 万户、电代煤供暖 8.3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2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全市洁净型煤 2019-2020 年

预计覆盖用户数 13.9 万户左右。

煤质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劣质民用型煤生产（加工）、销售行为。对民用型煤生产（加工）企业的

抽检率不低于 90%，对发现生产（加工）、销售不合格民用型煤的，依法处罚。对

全市 36 家用煤企业进行抽检，每季度抽检比例不低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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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范围 全年

在 2016 年已确定的市、县禁燃区范围基础上扩展（渑池县扩展 18 个村点，共 68 余
平方公里；义马市扩展千秋矿区，共 2.3 平方公里；灵宝市扩展东至宏农涧河霸底
河，南至道南尹庄镇浊峪村，北至城关镇牛庄村，西至焦村镇焦村村形成的闭合区
域），逐步将完成“双替代”的区域列入禁燃区范围。

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省下达的目标以内。

淘汰不达标燃煤机组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关停燃煤机组 1 台 1.2 万千瓦。

锅炉综合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善 22 台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燃煤锅炉 11 台共 200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1 台共 94 蒸吨。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2019 年全市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加 24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

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积极推进河南中欧大宗商品物流产业园、灵宝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铁路专用线建

设。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公交、环卫、邮政等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80%。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铁路货场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铁路货场新增或更换作业非道路移动机械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老旧车淘汰 全年 推进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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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车船燃油品质

改善

油品质量和车用尿素

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220 个批次，实现加油站抽检全覆盖；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

素 35 批次以上。开展大型工业企业、机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

法依规进行处置。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根据省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

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

尿素样品各 100 个以上。持续打击非法加油行为，防止死灰复燃。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停放

地和用车大户的柴油车抽检力度，抽检数量不少于 10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站 4 个，开展重型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 14 家排放检验机构，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立超标柴油车黑名单，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

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建立全市遥感监测平台，实现实时数据

传输。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

由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违法超

标车辆进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境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监管 2019 年 12 月底前 严格落实高排放控制区要求，开展监督执法工作。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200 辆，

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 65 —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治理不到位不得恢复生产。对责

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由当地政府筹措资金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建立施工工地管理清单，并定期动态更新。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

联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城区道路清扫保洁洒水降尘实行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与北京市环卫集公司签订市

区城乡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合同）、市场化运行，政府部门按标准进行监督考核。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全部渣土车安装 GPS 定位系统并联网。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市及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强化属地管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持续坚持“政府负责、部门联动、

网格管理”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市、县、乡、村四级责任。重点禁烧时段、重污染

天气等时期，开展全天候、不间断地督导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9%。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49 家企业工业炉窑废气深度治理。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49 套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长期坚持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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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业

VOCs 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长期推进
引导鼓励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

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0 月底前
1 家化工企业、3 家工业涂装企业、4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共 12 家企业通过采取设备

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1 家化工企业、3 家工业涂装企业、4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共 12 家企业建设适宜高效

的治污设施。

精细化管控 全年
1 家化工企业、3 家工业涂装企业、4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共 12 家企业推行“一厂一

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综

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储油库、加油站、油罐车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 3 家加油站安装的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联网工

作。

重污染

天气应

对

修订完善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

案及减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10月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以上企业、铁路货场、物流

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

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测

监控网络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利用全省机动车环保监测监控平台，加强排放检验机构管理。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

断系统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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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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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施西安经建油漆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作（涂料产能 1.9 万吨）。实施西安双吉化

工建材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工作（保温材料产能 4000 立方米）。

化工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全市 17 个重点建设县域工业集中区内是否存在化工企业开展排查，发现一家依法

依规整治一家，禁止私自变更集中区使用属性。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每季

度对辖区内工业集中区及大中型企业“厂中厂”内是否存在化工企业开展一次排查，

发现一家依法依规整治一家。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水泥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压减西京水泥有限公司水泥产能 30 万吨。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全面完成年

度整治任务 550 家。对新发现的“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陕西省关于做好全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陕环排管

函〔2019〕49 号）要求的 66 个行业和 4个通用工序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西安路桥红旗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等 10 家建材企业料仓、物料装卸、运输等环节无

组织排放进行深度治理。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利

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所有工业园区完成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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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散煤治理 10.27 万户，其中，气代煤 1.39 万户、电代煤 8.88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替代 0.64 万户。

散煤复烧监管 2020 年 3 月底前 加大已完成清洁能源替代区域散煤复烧监管。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对

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生物质燃烧管控 秋冬季

1、持续加大秸秆、垃圾、树叶、杂物等露天焚烧违法行为的管控、查处力度。

2、秋冬季期间，全市各涉农区县加大对使用柴（薪）取暖、做饭的管控，推广使用

清洁能源或洁净煤替代柴（薪）。

3、加快推进西安市环保烟火监控系统服务项目（一期）建设进度，实现对露天焚烧

及生物质燃烧火情的精准监控。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规上煤炭削减任务按照省上下达任务落实。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全年 完善锅炉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继续对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进行排查，发现一台，拆改一台。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6 台 1200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1609 台共计 3950 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生物质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试点完成 2 家企业 47 蒸吨生物质锅炉治理，确保符合《陕西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61 1226—2018）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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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加 110 万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中转枢纽多式联运基地

项目建设。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目前西安市铁路货运及大宗物料运输情况进行摸排，按照《陕西省推进运输结构

调整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0 年）》要求，制定西安市铁路专用线建设规划。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公交、环卫（新增 115 辆，新能源占比 100%）、邮政、出租、通勤、轻型城市

物流车辆中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80%。出租车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80%；鼓励民营公交车

辆使用纯电动公交车。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船舶淘汰更新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广使用新能源船舶（主要为公园水库游乐船舶）。

车用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

抽查
2020 年 3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400 个批次。加强对企业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力度。秋冬季期间，从高速公路、国

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60 批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秋冬

季期间，加大对大型物流企业车辆停放地入户检查，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

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100 个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秋冬季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停

放地和重点用车大户监督执法力度，抽查 13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站 20 个，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并投入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0 个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1、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

纳入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

2、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

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

进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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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

控制区划定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市

政告字〔2019〕1 号），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监管力度。

非道路移动机械备案

登记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行政区内现有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检验
2020 年 3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0 辆以上，做到

重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治理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

主体灭失露天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1、严格执行“冬防期”涉土工地施工监管相关要求；

2、出土总量在 5000 立方米以上（含）或集中施工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的出土工地，

拆除工期超过 1 个月的拆迁工地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于当地主管部门联网；

工期超过 2 个月或占地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或总投资额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建筑工

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严肃查处未经审批

擅自排放土方和建筑垃圾的施工工地。

3、2019 年 10 月底前，对现有已开工的地铁建设工地进行全面摸排、调查，对符合

全密闭施工条件的站、点，制定全密闭施工方案，并组织实施。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1、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5%，县城达到 80%。城市地区道路机械化清扫每天

不少于 3 次，国省公路平原区二级公路非结冰期每天不少于 1 次。

2、充分运用出租车走航监测系统，实行实时监控，及时对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清扫保

洁。

3、对 210 国道灞桥街道、西泉街道、新筑街道段，108 省道太乙宫街道段、南横线

兴隆街道段等重点路段加严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力度。

4、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鄠邑区、周至县、蓝田县全面排查裸露或破损道路，

制定降尘抑尘及道路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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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1、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

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每季度进行渣土运输车辆全密闭检查。渣土车辆运输期间，

必须保持车身平整、无破损；车身号牌清晰统一；密闭装置无破损、变形、生锈、

密闭不严；车身及轮胎干净，无挂土带泥现象；车辆清运时证照齐全、无超高装载。

达不到上述标准要求的，严禁进行施工作业。

2、全市所有渣土运输车辆全部使用国Ⅴ排放标准及以上车型。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1、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要设置围档，

并进行防风抑尘或苫盖、绿化抑尘。

2、工业企业堆场应采取封闭等措施，采用密闭设备输送物料的，必须在装卸处配备

吸尘、喷淋等防尘措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适合喷淋的物料堆场应设置

固定式或移动式的喷淋设施堆场地面必须全部硬化；物料用车辆运输出厂的企业必

须设置洗车台；进出堆场的道路必须配备清扫设施、洒水车或其它喷洒设施。

3、渣土消纳场在门口醒目位置悬挂“建筑垃圾消纳监管公示牌”和“消纳场区平面

图”。对车辆进出口道路（不少于 30 米）进行硬化处理，设置冲洗设备、洗车槽、

沉淀池等附属设施并保证正常使用；所有消纳场所安装空气质量自动检测设备和远

程监控设施；消纳作业面配备足够数量的洒水、降尘设备，对已消纳完成区域进行

复绿或覆盖措施。严肃查处未经审批擅自消纳土方的“非法倾倒点”。

强化降尘量控制 秋冬季 各县（区）降尘量不高于 10 吨/月·平方公里，每月通报排名。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制度，在夏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杜绝露天焚烧。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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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治理一批

炉（窑）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崔德顺砖厂、中能机砖厂 2 家砖瓦窑。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临潼区陕西理忠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鑫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孟塬环保建材

有限公司、达昌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宏鑫建材厂 5 家砖瓦企业废气综合治理。完成

高新区西安煜阳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 家铸造企业废气综合治理。完成蓝田县西

安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1 家水泥企业废气深度治理。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1 月底前 高新区西安煜阳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 家铸造企业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VOCs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试点 2 家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2家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

量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7家工业涂装企业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过滤棉+活性炭、喷淋塔+活性炭处理工艺，

中交西安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建设干式过滤+活性炭+催化燃烧处理工艺，陕西重型汽

车有限公司建设沸石转轮+RTO 处理工艺，博思格建筑系统（西安）有限公司建设沸

石转轮+RTO 处理工艺，西安天虹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干式过滤+UV 光解催化+活性炭吸

附处理工艺。

精细化管控 全年
1 家家具制造企业、1 家电子制造企业、4 家工业涂装企业、3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推

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秋冬季前，开展一轮加油站、储油库油气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工况及运行情况、回收效率专

项检查，确保油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秋冬季期间，持续开展执法检查。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92 个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并推进与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工作。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7家企业安装 VOCs 自动监控设施 7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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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

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 年 10月 15日前

1、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以上企业、铁路货场、

物流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

管控平台建设。

2、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除应急预案明确除外的特种或保障车辆以外，原则上禁止

使用国Ⅳ及以下中重型货运汽车。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2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

析，追溯相关方责任。

道路空气质量监测 长期 持续做好全市 6 个点位道路交通空气质量监测工作。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 75 —

陕西省铜川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推进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6、7 号三条生产线搬迁工作进度。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煤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压减煤炭产能 90 万吨（耀州区白石崖矿业有限公司 90 万吨）。

“散乱污”

企业综合

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剩余 18 家“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完

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省统一安排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巩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整治成果，对建材、水泥等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开展排查，

完成 4 家水泥企业无组织排放精细化治理。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开展铜川新材料产业园区、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耀州窑

文化基地等 3 个工业园区集中整治，同步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企业升级改造。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

利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向有需求企业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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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结合我市被确定为北方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加快清洁能源替代散煤进度，完成散煤

治理 5.49 万户，其中煤改电 5.24 万户，煤改气 0.25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替代 0.06 万户。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

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2 月底前

严格落实《铜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和限制区的通告》（铜政发

〔2017〕2 号），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依法进行处理。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国家和省上下达的范围内。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摸清锅炉底数，完善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基本淘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年内淘汰行政区域内燃煤锅炉 56 台 162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52 台 195 蒸吨。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提升现有铁路线路货运能力，2019 年比 2017 年增加 280 万吨。

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

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公交、邮政、出租、通勤、轻型城市物流车辆中清洁能源车和新能源车比例达

到 80%。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辆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全年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

74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对大型工业企业自备油库油品质量专项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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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

加油站点查处取缔。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 60

个以上。持续打击非法加油行为，防止死灰复燃。

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60 次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2020 年 3 月底前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

停放地和重点用车大户的监督力度，抽检柴油货车 2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设置柴油货车综合检测联合执法站点 2 个，对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货运车辆进

行尾气检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黑名单，实现

动态管理，并与公安、交通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推广使用

“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环境部

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罚，并由交通部

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以施工工地、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抽测 50 辆，

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现有非煤矿山实行“边开采、边治理”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做好秋季植树造林。

对检查中发现的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

生产。对一二三道沟等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通过山水林田湖等项目进行综

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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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住建部门监控平台联

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加强重点道路扬尘整治力度，实行精细化保洁，增加洒水冲洗力度和频次，城市道

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85%。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落实区县、镇办属地管理职责，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

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市及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构建区县、镇办、村组和社区网格巡查监管机制，充分发挥

视频监控作用，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主要农作物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89%。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制定方案 制定实施方案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治理要求，细化任务分工，确定年

度重点项目，督促企业加大整治力度。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煤气发生炉 2 台。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 家陶瓷行业炉（窑）废气深度治理。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 17 家涉气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运行监管。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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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1 月底前
完成 1 家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完成 2 家包装印刷企业低 VOCs

含量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宝莱家人造板有限公司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 家加油站 VOCs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建设工作。

精细化管控 全年 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回收效率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个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建设工作，

并推进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工作。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落实 210 国道货运车辆限时通行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重点企

业重污染天气货车管控措施，并在出入口安装门禁监控系统、车辆号码智能识别系

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应急管控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29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建成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并联网。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数据统计分析、检测机构管理、

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

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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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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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千阳县申博陶瓷有限公司搬迁改造或关闭工作。

化工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长青工业园区整治提升改造，实施宝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 万吨储煤棚

建设和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厂外备用渣场完善工程建设项目。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水泥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施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吨/日产能置换项目。

压减焦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通过“以锌定焦”“以钢定焦”措施，严控东岭焦化产能。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已排查出、尚未完成整治的 1046 户“散乱污”工业企业综合整治。完

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散乱污”集群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千河“散乱污”工业企业集群综合整治，同步完成区域环境整治工作。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陶瓷、砖瓦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8 家水泥企业 3.45 万吨/日产能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输

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树立行业标杆，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完成长青工业园区集中整治，同步推进区域环

境综合整治和企业升级改造。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

利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眉县常兴纺织工业园区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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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散煤治理 24.46 万户，其中，气代煤 7.7 万户、电代煤 16.76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

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2 月底前

巩固禁燃区建设成果，逐步将实施“双替代”区域纳入禁燃区范围，依法对禁燃区

内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下达的煤炭总量控制任务。

淘汰不达标燃煤

机组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关停宝鸡市热力公司#2 机组 0.6 万千瓦、岐星热力公司#1 机组 0.6 万千瓦。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善锅炉管理台账，清单管理。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燃煤锅炉 263 台 870 蒸吨。全市范围内基本淘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和涉及民生的除外。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5 台 380 蒸吨。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62 台 672 蒸吨。

生物质锅炉 2020 年 3 月底前
加强生物质锅炉监管，强化源头控制，新增加生物质锅炉严格执行《陕西省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 1226-2018）》。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2019 年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加 190 万吨。大幅增加重点企业铁路货运占比，2019

年东岭冶炼有限公司铁路货运比由 65%增加至 70%，宝鸡第二发电厂铁路货运占比

不低于 80%，大唐热电厂铁路货运量不低于 8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充分发挥宝麟运煤铁路专线、阳平铁路物流基地项目作用，增加铁路货运比例。开

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推进

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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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公交车中新能源车比例不低于 80%，新增出租中清洁能源车比例不低于 80%。

新增环卫车辆中新能源车比例不低于 50%。

2019 年 12 月底前 更新清洁能源出租车 780 辆，更新新能源公交车 100 台。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质量抽查和尿

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制定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不少

于 60 个批次。加强对企业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抽测，依法依规处置。开展尿素

质量抽查，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50 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推进

黑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

使用终端油品和尿

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100 个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50%。加大对车辆集中

停放地和重点用车大户的监督指导力度，抽查 5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多部门检查点 2 个，加强在用车执法监管，在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实施

多部门联合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每季度开展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实现 18 个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

入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超标车辆

上路行驶将由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

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

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

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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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监督

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高排放控制区内非道移动机械监管。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50 次，

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

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按季度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国省干线公路施工

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堆料场、弃渣场采取苫盖抑尘措施，拌合站进出道路采取路面硬化及洒水措施。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城区主干道路机械化清扫率不低于 90%，县城主干道机械化清扫率不低于 70%。加

大城区街道洒水降尘频次。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区）降尘量不高于 9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落实县区、镇村属地监管职责，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

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持续推进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示范田建设，抓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示范推广，全市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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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淘汰一批、

清洁能源替

代一批、治

理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或

清洁改造
2020 年 3 月底前

实施宝鸡市申博陶瓷有限公司、陕西众德汇陶瓷有限公司、宝鸡市亚辉工贸有限公

司等企业 9 台煤气发生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

替代（清洁能源包括

天然气、电、集中供

热等），工业炉窑废

气深度治理

2020 年 3 月底前

对摸排出的宝鸡聚全兴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等 21 户企业共 25 台各类燃煤熔化炉、干

燥炉、煅烧炉、加热炉等实施治理，结合企业工艺水平、污染物排放及清洁能源覆

盖实际，制定整治计划，按要求完成淘汰、清洁改造或深度治理。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铸造等重点行业自动监控系统安装。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将工业炉窑达标排放、清洁化改造工作作为秋冬季各项督查检查重点，开展专项执

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宝鸡石油机械厂、523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3 家工业企业低挥发性原料替代示

范项目。

治理与管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突出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大涉VOCs排放的“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

提高涉VOCs企业环保准入门槛。逐步开展NOx和 VOCs协调减排、臭氧防治机理研究。

实施宝鸡市超顺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等63户机械制造、家具制造、汽车装配、包装印刷

等重点企业喷漆房、涂装线升级改造等VOCs治理项目。完成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煤

气冷鼓治理、粗苯储槽治理、生化处理废气收集项目。加强已经实施VOCs治理重点企

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监管，推行“一厂一策”，确保治理效果。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气污染防治设备运行、回收效率专项检查，确保油气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20 年 3 月底前
完成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并推进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工作。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20 年 3 月底前
完成宝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中铁宝桥有限公司等 15 家工业涂装企业主要排污口

安装 VOCs 自动在线监控设施 1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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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编制应急减排清单，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减排措

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按照市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命令，公共交通启动《宝鸡市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按等级增加运力。重点涉气企业出入口安装视频门禁监控系统和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8 个。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成长青工业园区、霸王河工业园区、蔡家坡经开区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3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

析，追溯相关方责任。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

断系统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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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构

调整

产业布局调

整及重点行

业治理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2019 年 10 月底前关停彩虹光伏玻璃厂，12 月底前完成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关停

搬迁。

煤化工企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兴化化工低温甲醇洗尾气水洗系统进行改造，提高尾气水洗塔的洗涤效果，确保

稳定达标排放。

石化企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长庆石化对标全国石化行业标杆企业，进行提升整治，建设厂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站和 VOCs 监测站。

橡胶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启动市主城区及周边橡胶企业搬迁入园。

水泥行业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礼泉海螺水泥完成 2 条生产线电改袋超净排放改造，进一步降低颗粒物排放。泾阳

县声威水泥启动 1 条生产线水泥窑分段燃烧改造实验，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玻璃制品行业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玻璃制品行业须达到《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941-2018）

相关要求，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台玻启动建设备

用污染治理设施。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实施清零行动，力争全面完成 2018 年剩余任务；加强动态监管，实行网格化管理，

全力防止“散乱污”滋生反弹。

“散乱污”集群综合

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乾县橡胶集群“散乱污”企业搬迁整治，同步完成区域环境整治工作。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橡胶、建材、陶瓷、电子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1家火电、2 家建材、1 家涉燃煤锅炉企业完成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

转移、输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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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20 年 3 月底前
启动兴平化工园区、渭城化工聚集区集中整治工作，同步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

企业升级改造。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利

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建设。

能源结构

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散煤治理 17.43 万户，其中，气代煤 3.16 万户、电代煤 13.86 万户、集中供热

替代 0.41 万户。

煤质监管 2020 年 3 月底前 采暖季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严防散煤复烧 秋冬季期间
开展散煤复烧专项整治行动，禁止煤矿零售散煤，对已完成燃煤清洁化替代的居民

和农户，组织有偿回收存煤。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上下达的年度减煤任务。

淘汰不达标燃煤

机组
2019 年 11 月底前 淘汰关停彬县电力燃煤机组 2 台共 1.2 万千瓦。

锅炉

综合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除保障民生供热和 20 蒸吨及以上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锅炉外，其余 35 蒸吨以下

燃煤锅炉全部淘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建立燃气锅炉动态管理清单，现有锅炉全部达到《陕西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运输结构

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落实省运输结构调整方案的铁路货运量提升要求，加快城西中信公铁联运货运枢纽

站建设；加快三原华阳公铁联运枢纽站项目前期工作；大力推进绿色城市配送工程。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题调研、制定交通结构调整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市城区更新新能源公交 320 辆，更换 120 辆新能源城市配送物流车。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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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质量及

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油行为。对

生产、储存环节年抽检率达到 100%；对销售环节年抽检率不低于 80%，抽检加油站

车用汽柴油不低于 330 批次；

对企业自备油库进行摸排抽测，对抽测不合格的进行依法依规处置；

以高速路、国道、省道等主干线加油站为重点，年抽检车用尿素不低于 30 批次。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

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

使用终端油品和

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50 份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秋冬季
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停放地和用

车大户监督执法力度，抽查 2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利用 18 个现有入城卡口机动车联合检查站，加强机动车检查。启动新增固定式机动

车遥感监测站点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11 个（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

入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推广使用

“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态环境部

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行处罚，

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油品抽测和排放

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抽样检测 120

辆，持续开展油品抽测，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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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用地结构

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

主体灭失的四星友谊、德龙、星辉等露天矿山迹地采取平整、覆土、修筑排水渠、

集雨窑、挂网、喷播、修建观景亭等措施对矿山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强化施工工地覆盖、硬化、湿法作业等抑尘措施，实行施工工地扬尘在线考核，定

期排名，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须配备政府专职监管人员。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市城区建筑工地全部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占地面积 10000 ㎡及以下的

施工场地应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点，每增加 10000 ㎡增设 1 个监测点；工地内视频监

控范围要达到 100%覆盖；并全部接入数字城管平台。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以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国省县乡道路等为重点，加大清扫保洁频次。市城区道

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县城达到 60%。

裸露地面整治 2020 年 3 月底前 对市城区裸露地面进行全面排查、建立清单、分批实施绿化、硬化等措施。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建设露天焚烧红外视频

监控系统，做到火点快速发现、快速处置。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1%。

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

淘汰一批 煤气发生炉淘汰 2019 年 10 月底前
2019 年 10 月底前淘汰安兴玻璃煤气发生炉 1 台，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剩余 1台拆

改。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20 年 12 月底前 防水材料行业、煤化工行业、砖瓦行业及 45 米高架源等安装自动监控系统共 85 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长期坚持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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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印刷行业 VOCs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50 家印刷企业制定综合提升整治方案，完成低 VOCs 含量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20 年 3 月底前
西北橡胶等 5 家橡胶企业通过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

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2家机械企业、5 家橡胶企业、2家材料企业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对油气回收设施运行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对回收效率较低的责令整改。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5个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

工业园区和

企业集群企

业集群综合

治理

集中治理 2020 年 3 月底前
渭城、兴平、长武、永寿等 4 个石化、化工类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推行泄漏检测

与修复。

统一管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渭城、兴平、高新等 3 个石化、化工、电子等工业园区或聚集区建设含 VOCs 因子的

在线监控体系，开展监测分析。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2 家石化企业、2 家化工企业、2 家防水材料企业、1 家电子企业、1 家涂料油漆企

业主要排污口要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共 8 套。

重污染天

气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督促重点用车企业与运输企业签订清洁运输协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检查

督促用车企业厂区内落实相关应急措施，建材、化工、矿山等日货车使用 10 辆以上

企业及物流园区、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出入口安装视频门禁监控系统，车牌号码智能

识别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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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增设镇办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35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

析，追溯相关方责任。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

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建设

全年
推进具备条件的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新车和转

入车辆在车辆登记上牌环节、排放检验前要求安装。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 93 —

陕西省渭南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布局

调整

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

造工作任务的通知》（陕政办函〔2018〕354 号）要求，持续推进陕西渭河煤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异地搬迁、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比迪欧化工有限

公司就地改造。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治污”为重点，采取提升改造、整合搬迁和关停取缔等方式，对 2018 年剩余

的 548 户“散乱污”工业企业分类施策，精准整治；同时，继续开展“散乱污”工

业企业排查和综合整治工作，发现一户，整治一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省上安排，完成固定污染源名录涉及的所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输

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澄城工业园区和澄城韦庄工业园区整合，加强蒲城高新区和渭北煤化工园区整

治提升工作。

工业园区能源替代

利用与资源共享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渭南高新区集中供热管网改造和天然气集中供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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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清洁能源替代 40 万户，其中，煤改电 36.77 万户，煤改气 2.99 万户，煤改集

中供暖 0.24。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

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

范围
2019 年 12 月底前 将禁燃区范围扩大至近郊，依法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上下达的煤炭削减任务。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燃煤锅炉 222 台 209.6 蒸吨。所有 35 蒸吨/时以下（不含 35 蒸吨）燃煤锅炉

（20 蒸吨/时及以上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除外）全部拆除或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68 台 1030 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贯彻落实省运输结构调整方案，铁路货运量较 2017 年提升 460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

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贯彻落实省运输结构调整方案，配合建设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铁路专用线、陕西储

备物资管理局四五六处铁路专用线。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

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城市物流车辆中新能源车或清洁能源车

比例达到 80%。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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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

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深入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抽检加油站汽柴油样品 200 批次，加大对企业

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整治力度；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点）抽检车

用尿素 10 次。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打击黑加油站点 长期坚持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

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车用尿素样品

10 个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本市柴油车保有量的 80%。重点用车大户抽

检车辆不低于 200 辆。

2019 年 10 月底前 部署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站至少4个，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并投入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现对 22 个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停放地抽检及联合路检发现

的超标车辆纳入黑名单，动态管理，并与公安、交通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

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

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监管

力度。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100 辆，

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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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对责任

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进行综合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

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将污染环境情节严重的单位，列

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以上设土石方作业的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

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城市建成区达到 70%以上，主要行车道达到 97%以上；县

城建成区达到 60%以上，主要行车道达到 65%以上。新增吸尘式道路保洁车辆比例

不低于新增保洁车辆的 70％。及时修复破损严重道路，从源头防止扬尘产生。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城区裸露土地综合

整治
全年

持续排查城市荒地空地、非硬化路面、绿化带、工地裸土(地)、滩涂等裸露土地，
按照“宜绿则绿、宜硬则硬、宜盖则盖”的原则，分类施策，综合整治。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县（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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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制定方案 制定实施方案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治理要求，细化任务分工，确定分

年度重点项目。

淘汰一批

燃煤加热、烘干炉

（窑）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燃煤加热、烘干炉（窑）28 台。

工业炉（窑）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淘汰蒲城县旭峰碳酸钙有限责任公司、蒲城县兴盛建材有限公司、蒲城坞坭水泥有

限公司、陕西蒲城金虹镁业有限公司共 10 台炉窑。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70 万吨、95 万吨焦炉烟气脱硝改造；陕西实丰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水泥炉窑低氮燃烧改造；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蒲城分公司 2#
窑电改电+布袋除尘升级改造。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平板玻璃制造行业）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1 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引导鼓励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

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持续开展煤化工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提升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能力。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1 家煤化工企业、1 家焦化、7 家机械（专用设备）制造、1 家树脂制造、2 家农药
制造、1家工业涂装企业、1家纸制品、1 家包装印刷企业、1 家家具加工等建设适
宜高效的治污设施。

精细化管控 全年
2 家煤化工（肥料制造）企业、1家电池制造、2 家金属结构制造、1 家木质家具制
造、3 家农药制造、1家涂料制造、5 家橡胶和塑料制造、5 家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5 家专用设备制造业等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 98 —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加大对加油站、储油库油气污染防治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回收效率专项检查，确保

油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3 家煤化工企业、1 家焦化企业主要排污口要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共 4套。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日货车使用量 10 辆以上企业、铁路货场、物

流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在出入口安装视频门禁监控系统、车牌号码

智能识别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车辆管控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13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

断系统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

全年 推进具备条件的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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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全区工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区内 3 家物料、储存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全面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完成散煤治理 3098 户，全部为煤改电。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对

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禁燃区监管 长期坚持 依法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善燃煤锅炉管理台账，加大排查力度，冬防期间每月排查一次，发现一台拆除一

台。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32 台 107 蒸吨。

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省下达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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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1 月底前

落实陕西省运输结构调整方案的铁路货运量提升要求，督促陕西华电杨凌华电热电

公司煤炭运输公铁比达到 80%。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

业和物流园区摸底调查，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2019 年 12 月底前 新增或更换公交、环卫、邮政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80%。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区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尿素

共计 14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对大型工业企业自备油库油品质量专项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打击黑加油站点 长期坚持 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

使用终端油品和尿素

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从柴油货车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100 个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秋冬季
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车辆集中停

放地和重点用车大户的监管力度，抽查 50 辆以上。

2019 年 10 月底前 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在西宝高速出口设1个监测点，加强车辆尾气排放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2 家，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停放地抽检及联合路检执法

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黑名单，动态管理，并与公安、交通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

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

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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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2019 年 12 月底前
以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对区内 60 辆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

检测管控，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对区内 72 个开工工地每月不少于 1次排查，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

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与示范区住建部门联网，

实现动态监管全覆盖。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杨凌示范区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100%。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苫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区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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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VOCs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1 家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1 家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油

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1 月底前
1 家工业涂装企业、1 家包装印刷企业等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

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区内 35 家汽修企业治污设施深度治理，1家企业安装 VOCs 自动监控设施 1 套。

精细化管控 全年
对区内 35 家汽修企业和 1 家工业企业以及 1家印刷企业等推行“一厂一策”制度，

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加油站油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确保油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 2 个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联网工作。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0 月底前 1 家工业涂装企业主要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共 1 套。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区内 58 家企业落实“一厂一

策”等各项应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 年 10月 15 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重点涉气企业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

装门禁监控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
2019 年 10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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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市级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

检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

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建设

全年 推进具有条件的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道路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在主要道路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站 20 个，并实现数据联网分析，建立排名考核机制。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2019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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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散乱污”

企业综合

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剩余 298 家“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

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汽车零部件制造、酒及饮料制造等 2019 年需完成的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封闭式煤仓建设。

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完成空港物流聚集区、沣东及秦汉汽车产业园、泾河永乐工业

园区等环境综合整治。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散煤治理 9.6 万户，其中煤改电 5.86 万户，煤改气 3.74 万户。

秋冬季
加大宣传引导和巡查检查力度，避免已实施煤改洁区域出现散煤或生物质复烧情

况。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

无干扰地热供暖 2019 年 12 月底前 年内新开工建设 6 个无干扰地热供暖项目。

煤质监管 秋冬季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

对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加强监管 长期

禁止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按已征地范围动态更新）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

止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的设施；依法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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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非电企业煤炭消费总量较 2018 年降低，削减任务以省发改委下达为准。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2019 年 12 月底前 继续完善锅炉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长期
巩固 35 蒸吨以下地方燃煤锅炉拆改成效，发现一台，拆除一台，每月进行排查并

更新台账。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6 台 46.5 蒸吨。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落实《陕西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0 年）》，2019 年铁路货

运达到 178 万吨。开展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

区摸底调查，研究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方案。

发展新能源车

全年 新增公交、环卫、通勤、轻型城市物流车辆中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比例达到 80%。

全年
除消防、救护、除冰雪、加油车辆设备及无新能源产品车辆设备外，机场内运营新

增和更新车辆设备 100%使用新能源。

老旧车淘汰 全年 配合西安、咸阳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和稀薄燃烧技术燃气车辆。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

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新区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100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开展工业企业自备油库摸排，对发现的进行抽测，依法

依规处置；开展机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检查，对机场的中航油等自备油库开展检查，

做到季度全覆盖。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50 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从柴油货车

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5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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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秋冬季
开展柴油车排气监督抽测工作，严禁超标车上路行驶。加大对车辆集中停放地和重

点用车大户的监督检查力度，抽查 100 辆，实现重点用车大户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设立多部门全天候检查站点 13 个，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入区道路，并投入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 个，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构建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路检执法发现的超标车辆纳

入黑名单，实现动态管理，与公安、交通部门实施信息共享，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

驶、进出重点用车企业。

推广使用“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由生

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对路检路查和黑烟抓拍发现的上路行驶超标车辆进

行处罚，并由交通部门负责强制维修。

非道路移动

机械环境

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并按照禁用区公告要求进行严格管

控。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秋冬季
以施工工地、机场、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为重点，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

检测 500 辆，做到重点场所全覆盖。

机场岸电 2019 年 12 月底前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近机位全部使用岸电，有序推进远机位使用移动电源。

用地结

构调整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和“严管重罚”制度，对责任新城（园办）实

施财政扣款。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 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

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主干道机扫率达到 100%，街镇达到 60%。持续按月开展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和考

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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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

有效的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各新城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玻璃行业 5 台煤气发生炉深度治理。

监控监管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 VOCs 综

合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1 月底前
2 家工业涂装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8 家包装印刷企业完成低 VOCs 含量

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0 月底前
1 家石化企业、1 家煤化工企业、1家涂装企业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

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前 1 家机械制造、1家橡胶生产企业完成治理。

精细化管控 全年 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加强企业运行管理。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开展现有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油气回收装置正常

运行。

工业园区和

企业集群综

合治理

集中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实施化工行业泄漏检测统一监管。

监测监控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国家 VOCs 在线设施安装及验收技术规范要求，推进 2 家工业涂装企业、1家橡

胶轮胎生产企业在主要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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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

急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重点涉气企业、物流园区的重污染天气车辆管

控措施，并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启动建设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

禁燃

禁放

强化巡查

检查

烟花爆竹管控 全年
新区范围内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不再审批核发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建立

巡查机制。

文明祭祀 全年
大力倡导文明祭祀，推行健康安全祭祀仪式，引导群众破除露天焚烧纸钱香烛、燃

放鞭炮祭品等陈规陋习。

露天焚烧管控 全年 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垃圾、废弃物等各类行为。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省统一安排，配合做好沣东集团省控站点建设。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省统一安排，配合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三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实现检测视频监控、防作弊报警提示、数据统计分析、检

测机构管理、车辆环保信息管理，实现三级联网。对超标排放车辆开展大数据分析，

追溯相关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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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

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
全年 推进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机场空气质量监测 2019 年 12 月底前 研究推进机场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建设。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2019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运用管控决策系统，探索精准减排管

控措施。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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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韩城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产业结

构调整

“两高”行

业产能控制
压减煤炭产能 2019 年 12 月底前 关闭煤矿 1 处，化解煤炭产能 30 万吨。

“散乱污”

企业和集群

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剩余 30 家“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进一步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

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基层责任，发现一起整改查处一起。

工业源污染

治理

实施排污许可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热力生产和供应等 11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钢铁超低排放 2020 年 3 月底前
完成龙钢公司（产能 700 万吨）265 平方烧结机超低排放改造，开工建设 400 平方、

450 平方烧结机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 1 家钢铁企业（产能 700 万吨），5 家独立焦化企业（产能 890 万吨），1 家水泥

企业（产能日产 2500 吨熟料）完成物料（含废渣）封闭储仓建设，完成厂区内物料

输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密闭治理。

推进现有 36 家独立洗煤企业全部实施综合整治，完成三面全密闭的物料储仓及厂区

内物料转运密闭廊道建设。

工业园区综合整治 2019 年 12 月底前
树立行业标杆，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对韩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集中综合整治，同步

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企业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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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2019 年采暖季前 完成散煤治理 0.48 万户，其中，气代煤 0.35 万户、电代煤 0.13 万户。

洁净煤替代散煤 2019 年 10 月底前 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地区推广洁净煤替代散煤，替代 0.02 万户。

煤质监管 全年
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劣质煤流通、销售和使用。煤质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90%，对

抽检发现经营不合格散煤行为的，依法处罚。

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调整扩大禁燃区范围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大划定的禁燃区监管，坚决杜绝禁燃区内高污染燃料使用，对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

的单位依法严厉处罚。

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全年 完成 2019 年省上下达的煤炭削减任务。

淘汰燃煤小机组 2019 年 10 月底前 淘汰关停综合利用煤矸石、煤泥 1.2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 2 台。

锅炉综合

整治

锅炉管理台账 全年 进一步完善各类锅炉动态管理台账。

淘汰燃煤锅炉 全年
全市范围内排查出的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部淘汰拆改完毕。继续巡查排查，发

现一台立即拆改一台。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全年
全市 35 蒸吨以上燃煤锅炉(6 台 920 蒸吨)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加强监管，确

保稳定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管理清单中剩余的23台47.45蒸吨生产经营类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生物质锅炉 全年 加强现有 11 台生物质锅炉除尘设施运行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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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

调整

提升铁路货运量 2019 年 12 月底前 按照省运输结构调整方案要求，铁路货运量较 2017 年增加 57 万吨。

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摸排确定货运量大于 150 万吨大型企业清单，研究推进“公转铁”方案。

老旧车淘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车船燃油品

质改善

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强化油品质量监管，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在全市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80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对企业自备油库进行摸底调查，对发现的油品质量问

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对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10 次以上。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19 年 10 月底前

根据省市推进成品油市场整治系列方案要求，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加

油站点查处取缔工作进行督导。持续打击非法加油行为，防止死灰复燃。从柴油货车

油箱和尿素箱抽取检测柴油样品和车用尿素样品各 10 个以上。

在用车环境

管理
在用车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秋冬季期间监督检查柴油车数量不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80%。加大对柴油车重点

使用企业、集中停放地监督执法检查。

2019 年 10 月底前 推进多部门全天候综合检测站建设，确保覆盖主要物流通道和城市入口。

2019 年 12 月底前 加强 2 个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执法检查，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立超标柴油车黑名单，将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停放地抽检及联合路检执法发

现的超标车辆纳入黑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并与公安、交通部门实现信息共享。推进

“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交通违法处罚代码 6063，生态环境部门

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部门强制维修联合监管执法模式。

非道路移动

机械管理

高排放控制区 2019 年 10 月底前 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开展高排区域执法检查。

备案登记 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排放检验 秋冬季 以施工工地、高排放控制区等为检测重点，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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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用地结

构调整

矿山综合

整治

强化露天矿山综合

治理
长期坚持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不达标不得恢复生产。推进矿山

生态修复治理。

扬尘综合

治理

建筑扬尘治理 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施工扬尘管理清单 长期坚持 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施工扬尘监管 长期坚持 5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长期坚持
加大道路扬尘管控，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89%。推进过境高速、省道机械化清

扫作业。

渣土运输车监管 全年
严厉打击无资质、标识不全、故意遮挡或污损车牌等渣土车违法行为。严格渣土运输

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做到全密闭。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全年
全面清理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拆迁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不能及时清理的必须采取苫

盖等抑尘措施。

强化降尘量控制 全年 全市降尘量不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

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长期坚持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8%以上。

工业炉

窑大气

污染综

合治理

制定方案 制定实施方案 2019 年 12 月底前
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治理要求，细化任务分工，确定分年
度重点治理项目。

治理一批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

治理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工业炉窑全面达标排放。对钢铁、水泥、焦化、陶瓷、砖瓦等行业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按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关中地标限值实施改造；对石灰、粉体等
行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按不高于30、200、300毫克/立方米实施改造。

监控监管
监测监控 2019 年 10 月底前 新增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2 套。

工业炉窑专项执法 2019 年 12 月底前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2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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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VOCs

治理

重点工业行

业VOCs综合

治理

源头替代 2019 年 12 月底前 推进2家工业涂装企业低VOCs含量涂料替代和6家包装印刷企业低VOCs含量油墨替代。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 9 家煤化工企业实施泄露检测，并完成泄露点的修复；完成 5 家焦化企业化产装置
区 VOCs 无组织排放收集回炉燃烧深度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对 2 家工业涂装企业进行喷漆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6 家煤化工企业在主要 VOCs
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共 12 套，并推进联网工作。

精细化管控 全年
推进 9 家煤化工企业、2 家工业涂装企业等“一厂一策”管理制度，加强企业 VOCs
排放管控。

油品储运销

综合治理
油气回收治理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加强全市 49 座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设施监管，开展专项检查，确保油气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

重污染

天气

应对

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及减

排清单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
2019 年 10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完成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

减排措施。

应急运输

响应

重污染天气移动源

管控
2019年 10月 15日前

加强源头管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重点涉气企业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措施，并安装

门禁监控系统。启动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建设。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

测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
2019 年 12 月底前 增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2 个。

环境空气 VOCs 监测 2019 年 10 月底前 建成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 1 个。

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三

级联网
长期坚持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稳定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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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程措施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

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建设

全年 推进具备条件的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和终端安装。

源排放清单

编制

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

清单
2019 年 10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18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颗粒物来源

解析
开展 PM2.5来源解析 2019 年 10 月底前 完成 2018 年城市大气污染颗粒物源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