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2023〕61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新修订的《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0年6月12日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晋政办发〔2020〕50
号)同时废止。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9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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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全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预防、预警、

应对能力,指导市县及时有效预防和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降

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编制本预案。

1.2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加强预警、提

前响应,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

1.3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除沙尘天气外的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

1.5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山西省重大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分项预

案。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参照本预案修订本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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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2 指挥体系

全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体系由省、市、县三级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成。

2.1 省指挥部

指挥长:省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省长。

副指挥长:省人民政府协管副秘书长,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

厅主要负责人,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武警山西省总队分管负责人。

成员: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卫健委、省

应急厅、省国资委、省能源局、省气象局、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武警

山西省总队、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等单位有关负责人。

省指挥部办公室设在省生态环境厅,主任由省生态环境厅主

要负责人兼任。省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2。

2.2 省指挥部工作组

省指挥部设预报预警组、督导检查组、专家组、应急保障组、宣

传报道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见附件3。

3 城市预警分级标准

3.1 细颗粒物(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

根据生态环境部《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黄

色、橙色和红色三级预警。预警统一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

(1)黄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或日AQI>150持续48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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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2)橙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48小时或日AQI>150
持续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3)红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72小时且日AQI>300
持续24小时及以上。

3.2 臭氧(O3)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

设区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

天气增设预警启动标准。建议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不分等级,以

预测到日AQI>200或日AQI>150持续48小时及以上为启动

条件。

设区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二氧化硫指标增设预警启动条

件。当预测所辖县(市、区)二氧化硫小时浓度超过150微克/立方

米时,采取针对性应急管控措施。

4 预报预警

4.1 监测预报

预报预警组根据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和气象信息,每日开展环

境空气质量预报分析,向省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

当预测出现3日以上重污染天气过程时,要按照空气质量预

报结果上限确定预警级别。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但

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时,应按一次重污染过程从高级别

确定预警等级。

4.2 区域预警

省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发布区域预警要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应根据省指挥部办公室区域预警要求或本行政区监测预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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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布预警,对重点县(市、区)可提高预警级别。原则上,区域

预警要求至少提前48小时发布。

(1)当预测到太原市空气质量达到启动橙色及以上级别预警

条件时,省指挥部办公室向太原及周边区域(太原市全域,忻州市

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代县、繁峙县、五台县,吕梁市交城县、文

水县、汾阳市、孝义市,晋中市榆次区、太谷区、寿阳县、平遥县、祁

县、介休市、灵石县,阳泉市城区、郊区、矿区、盂县、平定县,临汾市

尧都区、霍州市、洪洞县、襄汾县、曲沃县、侯马市,运城市盐湖区、

河津市、新绛县、稷山县、闻喜县)所涉及的太原市、忻州市、吕梁

市、晋中市、阳泉市、临汾市、运城市等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区域

预警要求。

(2)当预测到3个及以上连片设区的市空气质量达到启动橙

色及以上级别预警条件时,省指挥部办公室向相关连片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发布区域预警要求。

(3)当接到上级部门区域应急联动统一要求时,省指挥部办公

室向相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区域预警要求。

4.3 预警调整

(1)当预测或监测到区域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区域预警条

件时,省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相关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提

高区域预警级别要求。

(2)当预测或监测到更大范围区域空气质量达到区域预警条

件时,省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相关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扩

大区域预警范围要求。

4.4 预警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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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测未来空气质量改善达到优良级别,且将持续36小时及

以上时,可以解除预警。省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相关的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发布区域预警解除要求。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根据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需要,省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二

级、一级两个响应等级。

(1)当预测省域内有设区的市空气质量达到黄色及以上级别

预警时,启动省级二级响应。

(2)当预测达到区域预警要求时,启动省级一级响应。

5.2 二级响应

启动省级二级响应时,主要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省指挥部办公室加强调度,收集、汇总、报送相关工作信

息。

(2)预报预警组、专家组加密会商频次,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

化,及时提供空气质量预报信息,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决策

依据。

5.3 一级响应

启动省级一级响应时,主要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省指挥部办公室向相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区域预警

要求,加强调度,收集、汇总、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2)预报预警组、专家组加密专家会商频次,加强重污染过程

分析研判,提出预警调整和解除建议。

(3)督导检查组对有关设区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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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4)应急保障组做好应急车辆、医疗卫生保障、气象服务等工

作。

(5)宣传报道组根据省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组织开展新

闻报道。

5.4 应急减排措施

设区市的市人民政府应根据省指挥部办公室区域预警要求或

本市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实施相应级别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减排措施。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包括健康防护引导措施、倡议

性污染减排措施、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和臭氧污染减排措施。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根据预警等级,发布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患有心血管、呼吸系

统疾病等易感人群,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一般人群健康防护信息。

(2)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根据预警等级,倡议公众绿色出行,企事业单位错峰上下班,

全社会自觉采取减少污染排放的减排措施。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根据预警等级,对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源等采取强制性污染

减排措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

物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期间的减排比例,应分别达到全社会排

放量的20%、30%、40%以上。

设区的市要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业管控特点,以

“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为基本要求,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科学制定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防止简单粗暴“一刀切”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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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源:主要通过停产或停运部分生产线的限产方式实现减

排。对短时间内难以停产或延长时间的生产工序,可采取提高治

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提前调整生产计划等方式落实减排措施。

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对达到环保绩效A级标准的企业,原则上不

强制采取停产或限产措施;对达到环保绩效B级标准的企业,减

少采取停产或限产措施;对污染治理水平低的工业企业,加大应急

减排力度;对协同供热供气、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或危险废物等

保障类企业,应根据民生需求“以热定产”或“以量定产”,原则上重

点行业内的保障类企业应达到B级及以上或引领性绩效等级;对

非燃煤、非燃油,污染物组分单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中无有毒有

害及恶臭气体、污染物年排放总量100千克以下(对于季节性生产

企业,应按上述要求以日核算排放量)的小微涉气企业,在满足城

市总体减排要求的情况下,可不采取停产或限产措施;对大气污染

排放大户,可开展协商式减排,建立主动减排会商和激励机制,鼓

励引导企业在橙色级别以上预警时,在严格执行已有规定的基础

上,自主加大减排力度,为保障公众健康作出积极贡献。

各地应指导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

涉气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

机械),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的

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如天然气用量、

用电量等),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对于简易工

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

业企业,可只制作“公示牌”。对于生产工序不可中断,通过采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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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重点排污企业,需安装烟

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并提供分布式控制系统一年以上数据记录,

自证达到减排比例要求。

移动源:主要通过采取限制高排放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实施过境重型柴油车绕行疏导、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高

排放车辆限行范围不应局限在主城区和建成区。电力、钢铁、焦

化、有色、化工、煤炭等涉及大宗原材料及产品运输的企业实施错

峰运输。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时段或橙色及以上级别预警情况

下,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积极采取机动车限行管控措施。

扬尘源:主要通过控制建筑工地扬尘、交通道路扬尘等实现减

排。建筑工地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措施。交通

道路扬尘控制应采取适当增加主干道路和易产生扬尘路段的机械

化清扫和洒水频次等措施。原则上,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矿山、

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等应停止露天作业;建筑工地应停止土

石方、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作业;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

路段应增加机械化清扫和洒水频次;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

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应停止上路。

(4)臭氧污染减排措施

各地可根据本地产业结构特征,主要通过对涉挥发性有机物

和氮氧化物排放量较大的重点行业企业采取生产调控措施实现减

排。

5.5 信息报告

省指挥部办公室及时收集、汇总和核实各市预警发布、调整、

解除以及应急响应等信息,向省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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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信息公开

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后,省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对外发布环

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级别、应急减排措施、应急响应等信息。信

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

5.7 响应终止

根据预报预警组区域预警解除建议,省指挥部办公室终止省

级应急响应。

6 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省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对应对工作进行总

结,评估应对效果。

7 应急保障

7.1 资金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

算,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减排清单修订、监测预警、应急处置、

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7.2 应急队伍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预报预警、监督检查、清单修订、成

效评估等重污染天气应急专业队伍建设,不断提升重污染天气应

对精准性、科学性。

7.3 通信保障

省、市、县三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确定专人负责应急工作的

联络,并确保24小时通信畅通。

8 附 则

8.1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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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

指数。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

-2012),在空气污染监测指标基础上计算获得。

重污染天气: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

行)》(HJ633-2012),重污染天气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

于200的大气污染。

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省指挥部办公室和设区的市要建立应急预案评估修订机制,

每年对本地应急预案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估,并根据当地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组织对预

案应急减排清单进行更新修订。设区的市评估工作应于每年6月

底前完成,清单修订工作应于每年9月底前完成,并报省指挥部办

公室备案。

8.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8.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020年6月12日印发的《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晋

政办发〔2020〕50号)同时废止。

附件:1.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流程图

2.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

职责

3.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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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9月28日印发 


